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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实践路径（1949—1976）*

季春芳

〔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

体面对复杂的执政考验，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展开了一系列的艰辛探索，为

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经

验。“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坚持实事求是；“人民

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践行群众路线；“社会总是充满着

矛盾”，国家治理现代化要运用辩证思维；“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

作主张”，国家治理现代化要秉持独立自主。深入研究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

代化的实践路径，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智慧和力量，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

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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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峻的执政考验。如何捍卫新生的人民政权？

如何治理一个既不同于传统封建社会、又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且不同于东欧社会主义

的中国？如何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

些都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客观难题。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

体，为新中国的国家治理作出了不遗余力的艰辛探索。在新的时代形势下，深入研究

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智慧和力量十分必要。

一、“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①，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坚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立足点。毛泽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制定符合国情的政策，有效推动了新中国的社

*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 2023 年度重大招标项目“大

历史观视野下的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研究”（23VLS002）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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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变革与经济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一）坚持实事求是需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坚持一

切从实际出发的基础上，准确把握新中国的客观情况，制定了治国安邦的多项决策。

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求准确把握客观情况。为获得客观真实信息，毛泽东高度重视

调查研究。在新中国成立的当月，毛泽东就以石家庄接收问题为例，分析了调查研究

与工作效果之间的关系，谈道：“我们有许多同志，对新情况、新事物不作调查研

究，自己又不懂得，就在那里办事，不懂货就不识货，这怎么能办好事情呢？”①毛

泽东对因不调查研究导致工作受阻的现象进行了严肃批判，给了党内很多同志以警醒

和启示。对于调查研究的态度，毛泽东指出：“调查应本实事求是原则，有则有，无

则无，多则多，少则少，力避主观夸大，但也不要故意缩小。”②对于调查研究的方

法，毛泽东则认为：“调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走马看花，一种是下马看花。走马看

花，不深入，因为有那么多的花嘛。”③毛泽东的上述指示为国家治理的具体事务提

供了重要的行动指南，因此在重大决策制定之前，实事求是的、“下马看花”式的调

查研究得到普遍推广，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皖北区在制定土改计划之前，就态度慎重地

做了以下调查：“一、土匪敌特活动情况、土匪数目与分布情形；二、灾情；三、干

部条件（数量、质量）、对土改的认识、思想作风等；四、群众发动与组织情况；五、

政权改造情况。”④这些周全细密的调查对于真实信息的获得和正确决策的制定无疑

有着重要作用。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国家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有效依据。在新中国教育文化事业

上，毛泽东要求根据各地具体情况执行不同的方针任务。如1950年西北区的冬学工

作，就有所区别地依据老区、半老区、新区、游牧地区的经济程度、社会秩序、办学

基础等要素，合理安排工作任务，从而取得了较好效果。⑤在农业互助合作问题上，

毛泽东坚决反对不顾条件差异的“一刀切”做法，明确指出在条件好的新区要下大力

气搞合作化，在个别民族地区或没有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则可以暂缓实施农业合作

化，并就该问题指出：“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⑥在国家建

设发展的路线问题上，基于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全面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人

民政权的实际效果，毛泽东以其政治家的独到眼光，及时发展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里提到的“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⑦

①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287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4页。

④ 《皖北区党委关于土改典型调查给各地（市）、矿委的信》，安徽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J002-01-0019。
⑤ 参见《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西北区1950年冬学工作初步计划》，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49-1-2。
⑥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1页。

⑦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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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想，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地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决定“逐步实现国家的社

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①。这一重要决策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规律，是实事求是精神的具体表现，

对于顺利实现从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有着重大的战略指导作用。

（二）坚持实事求是需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是实事求是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在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毛

泽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

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新中国国家治理的重大成就。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唯心主义

的思想方法，在党的历史上曾给人民革命带来巨大破坏。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总结

历史经验，着眼国家建设，正确考量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尊重中国实际之间的关系，走

出了一条实事求是的国家治理之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上，在“一化三改造”

政策的实施上，在学习苏联与独立自主关系的处理等一系列事件上，毛泽东始终如一

地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1956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第一次会议上，深度

阐释了教条主义的危害性和反对教条主义的迫切性，严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

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②此次讲话表

明了毛泽东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坚定原则，体现了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的鲜明立场，

亦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要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指导社会主

义革命与建设的普遍真理，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新中国成立后错综复杂的社会

历史条件，机械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很显然是不行的。尤其是1953年斯大林逝世

后，苏联国内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意识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紧迫性。在边实践、边总结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中，毛泽东深刻感

悟：“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

政策。”③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指导思想，对于巩

固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和实现“一化三改造”的目标等新中国各项事

业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毛泽东还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中高瞻远瞩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

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④毛泽东关于立足中国实际、不断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指示，对于新时代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各项事业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34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0页。

③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53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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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有着重要启示。

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①，国家治理现代化要践行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总结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毛泽东在国家治理现

代化的探索过程中始终坚持的重要原则。群众路线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开展提供了

动力基础，也为新中国的国家治理提供了力量来源。

（一）坚持群众路线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毛泽东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是坚持群众路线的内在要求，也是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旨

向和力量依托。

一切为了群众，体现了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指向。毛泽东以马克

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国家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思想理念，并为此付诸了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是

为了人民；恢复发展国民经济、进行“三大改造”也是为了人民；推行“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还是为了人民。在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

建设当中，毛泽东始终不忘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初衷。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

东特地强调了“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

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③，体现了毛泽东对于群众生活

的真切关心。正如 1957年 3月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指出的：“共产党就是

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

意为人民服务。”④毛泽东将一切为了群众提高到党的奋斗目标的至高境界，是中国

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体现，也展现了毛泽东国家治理思想中浓

郁的人文情怀。

一切依靠群众，体现了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力量依托。在革命年代，斗

争的伟力在于人民。在和平时期，建设的伟力仍然来自人民。毛泽东相信人民，依靠

人民，以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来开展国家各项事业的治理工作。1955年7月，毛泽东

就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指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

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⑤这一论断表达了毛泽东

对人民群众的高度信赖，也体现了在新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人民群众所承担的伟大

历史使命。而之所以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如此重要，是因为“人民群众有无

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

①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5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1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5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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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①。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手

工业为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截至1956年，手工业创造了117亿元的生产总值，

而合作化手工业从业人员人数也达到了 603.9万人②，如果离开这些普通手工业者的

默默付出，手工业不会创造如此多的物质财富，第一个五年计划也不会完成得如此

顺利。

（二）坚持群众路线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③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体现了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

的智慧来源和严谨作风。

从群众中来，体现了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智慧来源。在充分了解人民群

众愿望要求的基础上，将广大人民群众的经验智慧上升到制定国家大政方针的高度，

是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思想方法。在贫困落后、满目疮痍的基础上建设

一个社会主义新国家，困难重重，但毛泽东充分挖掘人民群众中内蕴的伟大力量，将

人民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并予以整理加工，最终形成理性认识，从而指导国家治理的

具体实践。其中，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就是典型代表。宪法的制订有一个复杂的过

程。起草时，毛泽东除听取部分干部的意见外，还征求了八千多位民众的意见。草案

公布后，更是交由全国人民讨论，真正做到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从而形成最终定

稿。因此，毛泽东在 1954年 6月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谈道：

“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人心，是什么理由呢？我看理由之一，就是起草宪法采取了领

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④从群众中来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的生动体现和具体运用，对于新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探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到群众中去，体现了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严谨作风。把从群众中获取的经验认

识，再来接受群众实践的检验，最终上升至政策方针的高度以指导群众改造客观世界

的活动，是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思路。新中国刚成立时，可资借鉴的国

家治理经验匮乏，苏联虽给予中国诸多帮助，但由于两国国情的客观差异，使得中国

在国家治理的很多方面还需摸着石头过河。以实践来检验、修正、补充从群众中集中

起来的经验认识，是获取真理性认识的有效途径。以新中国的新闻出版事业为例，

1957年3月毛泽东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指出了群众意见的重要性，并要求

刊登部分群众来信，根据群众的意见去改进新闻出版业的工作，避免官僚主义的错

误。⑤这种做法体现了新闻出版事业为人民、社会主义事业为人民的价值旨归，是人

民至上理念的生动表达。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验积累，在1958年初的《工作方

①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57页。

② 参见孙健：《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经济卷 1949—2000）》，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11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9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5页。

⑤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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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并认为党的政策

方针“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①。

三、“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②，国家治理现代化要运用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毛泽东善于运用辩证思维分析和解决国家治理中的各种问题，为新中国国家治理现代

化的探索提供了科学理论。

（一）运用辩证思维要勇于面对矛盾

毛泽东在《矛盾论》和《实践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进行了系统阐述和

深入分析。他指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矛盾，矛盾的双

方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只有正确分析和解决矛盾，才能

推动事物的发展。在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中，存在着各种纷繁复杂的矛盾。勇于面对这

些客观存在着的矛盾，是合理解决矛盾的必然要求。

一方面，国内存在着矛盾。新中国刚成立时，还面临着许多严重困难和繁杂问

题，能否巩固捍卫新生政权、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经受各种执政考验是当时毛泽东在

探索国家治理过程中需要面对的客观难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

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又

成为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新情况。针对自始至终存在的矛盾状况，毛泽东冷静

提醒中国人民不要迷失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以为社会主义不存在矛盾。1956年12月，

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写道：“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

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

决。”③毛泽东以政治家的广阔胸怀，深刻阐释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客观事实，

给新中国成立初期热情高涨的人们提供了理性认知，亦为新时代党的治国理政提供了

思想启示。

另一方面，国际上也存在着矛盾。二战后日益加剧的美苏冷战，严重威胁着新中

国在国际上的生存状况。中苏之间的友好同盟关系和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使

美国进一步加大了对中国的制裁力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在政治上孤立、

经济上封锁、军事上打击。面对如此恶劣的复杂局势，毛泽东冷静分析了中国所处的

国际环境，指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

确处理这些矛盾”④。在矛盾重重的环境里，毛泽东自信饱满地正视了矛盾的普遍

性，并教导大家勇于面对矛盾，不断克服矛盾。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的第一代中央

①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8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74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4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页。

63



Mao Zedong Thought Study 2025 年第 3 期·总第 224 期

领导集体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矛盾分析法，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解决了一个又一

个的矛盾，智慧稳妥地处理了新中国在国际局势上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提升了新中国

的国际地位，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开拓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生存空间，为共同抵

制新殖民主义作出了伟大贡献。

（二）运用辩证思维要妥善处理矛盾

为妥善处理新中国存在的各种矛盾，毛泽东作出了巨大努力。在各种实践探索之

后，毛泽东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的问题》，鲜明体现了毛泽东在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辩证思维。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报告中有关农轻重、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十大关系，是新中

国建设发展过程中具体矛盾的突出表现。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

灵活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充分把握社会主义建设中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

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妥善指出了处理十大关系的正确方针。在农轻重关系

上，鉴于苏联片面注重重工业导致农轻重比例失衡的经验教训，毛泽东认为“我国的

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

工业”①；在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关系上，毛泽东基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

的特点和新中国国际形势的走向，确定了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正

确方针；在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上，毛泽东从“富国”与“强兵”的辩证关系出

发，深入阐释了国防建设要与经济建设相适应的观点，强调“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

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②。在其他矛盾关系问题上，毛泽东亦辩证提出

了具体处理意见，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长远指导。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该讲话全面阐释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指

出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存在矛盾，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

要内容，并从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民族关系、党派关系等方面，系统分析了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政策。正确区分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是解决矛盾的

前提，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毛泽东指出：

“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

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③对敌人要无情打击，实行

专政，但“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

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④，因此，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要兼顾矛盾的同

①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1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1-212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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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和斗争性，政治上做到“团结—批评—团结”，经济上做到“统筹兼顾、适当

安排”，科学文化上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辩证统一地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存

在的各种矛盾。

四、“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①，国家治理现代化要秉持独立

自主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

程中形成的基本立场。新中国成立后，独立自主不仅体现在对苏联模式的批判性借鉴

中，更贯穿于经济建设、国防发展、外交政策等多个领域的实践探索，形成了具有中

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路径。

（一）秉持独立自主要把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②
新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

取封锁、孤立和遏制政策，试图扼杀新生的人民政权。苏联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

援助，但中苏关系在后期也出现了一些波折。在国内，经济基础薄弱，工业落后，百

废待兴，需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此

背景下，毛泽东深知把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才能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在主权问题的刚性原则上，毛泽东强调，“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

毫的干涉”③。1949年9月，《共同纲领》中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

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

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④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新中国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坚决不依附于任

何大国或集团，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认可。新中国“一边

倒”的外交政策，是指在外交上向社会主义阵营倾斜，但“外国援助和帮助是可以

的，但不能干涉内政”⑤。在中苏关系上，1958年2月苏联提出在中国领土建设长波

雷达观测站、组建共同核潜艇舰队的要求，毛泽东严词拒绝，并指出“要讲政治条

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⑥。在台湾问题上，针对美国制造台湾独立的图谋，毛泽东

掷地有声地指出，“台湾是我们的，那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步的，是内政问题”⑦，“完

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

联合国也无权过问”⑧，体现出对国家主权绝对维护的坚定立场。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32页 .
③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5页。

④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页。

⑤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938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1页。

⑦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4页。

⑧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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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发展道路上，毛泽东强调：“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

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

来。”①旧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基础薄弱且发展不平衡。毛泽东从新

中国成立初期的实际国情出发，没有照搬苏联以牺牲农业来发展重工业的模式，而是

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②的发展方针，强调工业和农业并举，相互促

进。同时，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家安全需要，毛泽东决定优先发展重工业，集中

力量进行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为国家工业化奠定初步基

础。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中，毛泽东对经济体制进行了积极探索。1956年4月，在

当时苏联模式暴露出一些弊端的情况下，毛泽东所作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主要目

的也是在于以苏联经验为鉴戒，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

因素，寻找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新中国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社

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标志。

（二）秉持独立自主“决不能自处孤立”③
毛泽东在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秉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以灵活

的外交战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保持中国独立性的同时，也展现了开放性，其思想

精髓至今仍是指导中国外交的重要原则。

积极参与国际事务。1953年12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首次提出互相尊重领土

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毛泽东在会

见外国客人时，多次谈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1955年4月，万隆会议

召开。面对亚非国家的分歧，中国倡导“求同存异”，推动会议通过《亚非会议最后

公报》，确立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而万隆会议也打破了西方孤立中国的企

图，使中国成为第三世界的天然领导者。20世纪 70年代，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

理论，将美苏列为第一世界，发达国家列为第二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列为第三世

界。这一理论突破了意识形态束缚，为中国构建国际统一战线提供了指导。通过团结

第三世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形成了反帝反霸的强大力量。面对美苏双重压力，毛泽

东以“小球推动大球”打开中美关系。1971年“乒乓外交”后，基辛格秘密访华，

尼克松实现历史性破冰之旅，两国签署《上海公报》，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这一

外交战略展现了毛泽东“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④的高超艺术，不仅缓

解了中国的安全压力，还为之后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毛泽东强调，“我们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国家

与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⑤，并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⑥的原则，通

①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2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63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87页。

④ 《毛泽东年谱》第九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442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6页。

⑥ 《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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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层次、多领域的国际合作打破外部封锁，塑造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独特角色。

1949年底，毛泽东率团访问苏联，随后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双

方还签订了科学技术以及其他领域的若干合作协议，这些合作虽在后期因中苏关系破

裂而受挫，但对新中国奠定工业发展基础起了重要作用。1951年4月，中国与波兰人

民共和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波兰共和国文化合作协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

与外国签订的首个政府间文化协定，也是新中国独立自主而不孤立的外交策略在文化

交流中的重要实践。1970年10月至1976年7月，中国对非援建坦赞铁路。坦赞铁路

是中国人民同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人民并肩奋斗、用汗水和鲜血乃至生命修筑而成的，

被誉为“友谊之路”“自由之路”，至今仍以积极的形象和较高的频率出现在众多官方

和民间场合中。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探索付出了

艰辛努力，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开山辟路的国家治理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其后中国的

建设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深入研究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从历史

中汲取前行的智慧和力量，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On Mao Zedong's Exploration of the Practical Path for National Gover⁃
nance Modernization (1949-1976)
Ji Chunfang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 Party's central 
leadership collectiv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omrade Mao Zedong faced complex tests in governance and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arduous explorations regarding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making signifi⁃
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China and providing important experience 
for contemporary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All work must be in line with reality"，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should adhere to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the people have unlimited creativity"，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should implement the mass line； "society is always full of contradictions"， na⁃
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should apply dialectical thinking； "China's affairs must be decid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themselves"，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should uphold independence and au⁃
tonomy. In-depth study of Mao Zedong's exploration of the practical path for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
ization， drawing wisdom and strength for progress from history，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
tical value for further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reform， promot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continu⁃
ously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Keywords: Mao Zedong； national governance； practical path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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