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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ople-centered think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a core valu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and it is also a fundamental concept in the legitimacy arguments of successive dynasties. It is only by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the value and limitations of people-oriented thinking and creatively inheriting it that we can give it a new connotation 
of the times. In its century-long practic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s drawn rich nutrients from traditional people-
oriented thinking, inherited and carried forward the tradition of people-oriented thinking, reconstructed the modern value of people-
oriented thinking, and played a great role in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ak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heritance of people-oriented thinking over the past century as the main line, we will keep the righteousness and 
innovation, and explore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combin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the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new 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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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创新：中国共产党对民本思想的创新性继承
管阳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上海 201620

摘  要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更是历代王朝合法性论证的基础性观
念。正确认识民本思想的价值和局限，进行创造性继承，才能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中，从传统民
本思想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继承和弘扬民本思想传统、重构民本思想的现代价值，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起到了巨大的
推动作用。以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民本思想的传承为主线，守正创新，探究新征程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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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管阳（1997-），女，中国江苏南通人， 

硕士，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1 引言

中国共产党作为对传统民本思想创造性传承的主体，

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创了

良好范例。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在继承传统民本思想的基础

上，随着时代的演变，以及现实需要对其不断进行改造创新。

中国共产党的民本思想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将人民

的利益和幸福放在首位，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这一思想的核心是要实现人民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

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

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本思想交相辉映，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坚

实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

2 马克思关于人民主体性思想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对人

民主体问题的看法，并且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深刻地阐释

了人民主体思想的科学内涵。人民主体性思想与传统民本思

想之间存在内在关联性，都强调了对“人”的重视以及“人”

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2.1 现实的个人是实现人民主体性的唯物主义基础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类的社会实践都必须以现实的

人存在为前提。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 人，必须先存在，然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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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人，对主体性的研究探索才具

有基本的意义。由于人的先天定性和生存性存在，并非人的

存在决定人的活动，而是人的活动决定人的存在，因而现实

的人是人化自然的主体，也是人类历史的变革者。现实的个

体体现了人民的主体性地位，人民以创造历史、改变世界的

过程来影响历史进程。

2.2 劳动实践是体现人民主体性的关键
马克思是在比较人与动物差别的基础上阐述生产方式

的概念。一方面，人的存在取决于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人们

通过劳动实践获取生存与发展的物质资料，这是实践的直接

目的。另一方面，基础物质的满足为人们追求更多的自由提

供了可能。同时，实践活动不仅存在于物质领域，也存在于

历史领域。一切历史实践都是以人民为主体深入展开的，一

切历史进步是人民实践活动的成果，历史是在人民的实践过

程中不断向前推进。

2.3 追求“有个性的个人”是保障人民主体性的价

值体现
此处“有个性的个人”并非强调追求个人的自由，而

是指整个社会的主体都处于一种自主活动的状态。马克思认

为“偶然的个人”主要是指受制约存在状态的主体，在阶级

社会具备阶级属性的人。“有个性的个人”则是指摆脱了受

制约存在状态的主体。这种差别并非我们人为划定的，而是

历史的客观因素所导致的。从整个人类发展史的宏观角度而

言，保障人民的主体地位，就要打破这种“偶然的个人”存

在的状态，促使社会关系在个人的自主活动中形成。

2.4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人民作为主体，无论是从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他

们都希望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物质自由指的是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之间的平衡，而不同的时代条件下人的自由程度也会

有所不同。人的自由是在社会生产力达到某种水平，社会生

产关系达到某种均衡的情况下实现的。对于精神上的自由，

是人不仅处于摆脱对外物的束缚的自由状态，而且还要达到

主体内部的自由状态，人成为自己的主人。因此，异化的扬

弃旨在使人的主体性归复，这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

3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发展历程

传统的民本思想有其特定的价值追求，体现了对民众

的重视，以爱民、保民、安民为一体。同时，传统民本思想

作为历朝历代推崇的政治思想，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既

顺应了民意，又约束了专制权力。

3.1 传统民本思想的形成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建立起了民本论的基本理论

框架。孔子在有关“仁”的学说中，强调了为政以德，以德

治民的政治思想。孟子的民本思想，倡导施行“仁政”，即

认为应该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的劳动时间；放宽

刑罚，减轻赋税。荀子提出以“王道”为主要内容的民本思

想体系。荀子认为，只有民安宁，君才能安位，重视人民的

地位和作用才能实现君安位的“王道”政治。除此之外，墨

子的“兼爱”，管子的“修法安民”，老庄基于社会批判基

础上的富民主张。在追求以民为本的价值指归这一点上，诸

子百家的观点都是殊途同归的。

3.2 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
秦朝的暴政造成了其短命的结局，这给后世统治者提

供了现实经验教训，民本思想又重拾其在政治思想中的重要

地位。董仲舒认为，君主施行德治仁政才能符合天意。朱熹

认为，仁是一种先天的善心，所以君主就应体现这种仁德之

心，治国治民必须为政以德。明清时期，传统民本思想发展

到极致，主要表现为思想家对秦汉以来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

行的批判，主张限制君权，赋予民众一定的政治权利。黄宗

羲、顾炎武等人关注君王与臣民、治者与民众之间的权利义

务关系。

3.3 传统民本思想的嬗变
鸦片战争以来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的有识之士

们开始主动向西方学习，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传统的民本

思想在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之下，开始焕发新的生机。

19 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兴民权、设

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并且力图付诸政治实践。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武力推翻封建君

主专制的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主张。陈独秀

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明确地提出了“科学”与“民主”

的口号，反对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追求实现资产阶级民主

政治。

4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创新性继承

传统民本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与思想瑰宝，

闪耀着先贤们智慧的光芒，中华文化历经劫难生生不息得益

于此。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扬了民本思想，成立之初就把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奋斗目标。从井冈山到天

安门，虽饱经沧桑、历经磨难，却一直不断前行，从胜利走

向胜利，其根本原因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代表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当中，中国

共产党坚持人民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深化人民观，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坚实基础。

4.1 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的初创
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辛的探索与实践，领导中国人民充

分利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开创了伟大革命道路。在此过程

中，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特殊情况，在中国国情的具体实

践下，毛泽东的人民观应运而生。

毛泽东始终坚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

历史的动力。”[2] 中国革命的强大力量来自人民群众，中国

革命的胜利主要依靠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在社会

实践中发挥主体性作用的深刻把握，将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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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在一起，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

胜利。

毛泽东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共七大通过的党

章，首次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根

本宗旨。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时中国共产党都将人民利

益放在首位，设身处地地为人民着想，切切实实为人民解决

问题。毛泽东思想的人民观为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奠定了理

论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得民心，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源。

让人民当家作主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的重要一环。

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对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践探

索。毛泽东在 1921 年，向安源煤矿工人发表演讲时，首次

提出了“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概念。1945 年，毛泽东在同

黄炎培讨论历史周期率时，他说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

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

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

亡政息。”[3] 毛泽东以人民观透视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首

次揭示中国数千年来的封建政权盛衰与治乱的奥秘，为中国

共产党防止人亡政息提供了根本出路即让人民当家作主。

4.2 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着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对社会各个领

域进行了民主改革，并用制度保证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各种

权益。中国共产党在实践活动中，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的人民

观作为行动指南，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毛泽东关于“人民”

的观点，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不断发展起

来的。

在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中国的主要矛盾已从阶级

斗争转移到经济发展上。毛泽东关于“人民”的内涵，在新

的时代背景下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拓展。1957 年，毛泽东指出，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始终是

主力军。

毛泽东认为处理好党群关系是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前

提，“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

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

固。”[4] 同时，毛泽东注重在制度层面来探索和落实人民观。

例如，建立健全了民主制度、财务制度、基层建设制度、人

事制度、学习制度、监察检查制度等，从制度上防止党内干

部脱离群众的问题。

毛泽东的人民观开创了人民民主的生动局面，为中国

共产党开辟出一条光明之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动力。

4.3 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的深化
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深

入，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力量，发挥着根本

作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

地丰富和发展着党的人民观，使其内涵不断深化。

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要始终为人民谋福利。随着

改革开放的深入，邓小平指出，必须先使人民群众的物质生

活有了保障，才能进一步推动和发展社会主义。所以，邓小

平推动了中国的全方位改革，提出了改善民生的政策，而且

在农村推行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在城市发展

商品经济，并且扩大企业生产经营的自主权。邓小平的人民

观，始终围绕着民生、民心、民利，把经济发展作为民生之本，

将人民的幸福生活放在首位，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江泽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坚持以“三个代表”为指导，把“三个代表”与党风建设有

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新形势下的人民观。江泽民同志指出，

要始终把党和人民紧密结合在一起，江泽民将“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作为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战略目标，切实关注人民的

根本利益，拓展和深化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胡锦涛提出

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一核心理念强调把人民的

利益放在首位，坚持以人为本，加快推进改善民生，将实现

社会和谐作为基本出发点，积极创新人民群众工作机制，充

分发挥群众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中国共

产党的人民观在不断地丰富。

4.4 中国共产党对人民观的充盈升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中心

的中共中央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观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

研究，并作出了一套新的理论和实践，包括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深入推进以人民为中

心的改革发展，促进社会公平，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

快构建民生福祉的新格局，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旗帜全面落实

到中国建设的各个方面。这些新论述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

人民观的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以人民为中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价值

的高度重视。要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依靠

人民来创造历史伟业，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着力解决好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等方

面的实际问题。

5 民本思想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启示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注

入精神养分。中国式现代化中所包含的传统民本思想意蕴深

远，深入挖掘其中内涵，有助于坚定民族的文化自信，中华

文明在新的历史时期展现出了深厚的底蕴和强大的底气。

5.1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蕴藏传统文化基因
中国古代经典中所阐释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的大同社会思想，“民亦劳止，汔河小康”的小康社会理念，

管仲阐发的“天下之物、普利万民”的富民强国思想，至圣

孔子提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公正分配理念，体现了中

国古代民众对安定和谐富裕的社会的渴望，建构出了没有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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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没有压迫剥削，人与人之间平等和睦、互助友爱，安居

乐业的理想社会。由此可见，实现共同富裕是人类的美好理

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体现了对这一美好理想

的追求。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让美好理想逐渐

转化为可观可感的现实。

深受传统民本思想的影响，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实现富有中国

特色的共同富裕过程中，讲求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政府公共

服务惠及人民，针对人民群众的急盼忧难，积极出台相应的

政策措施，真正体现了公共服务均等化，切实保障公平机会、

公平权利和公平条件，促进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与人的全面

发展。

5.2 全过程人民民主彰显人民本位的传统价值理念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发展，逐步改进和内生性进化

而来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中，彰显人民本位的传统价值理念。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

史积累中，涌现出了众多原始而朴素的人民本位的思想，“民

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的民选思想，“和谐共处、协和万邦”的和谐思想等，都对

全过程人民民主思想的产生与发展的重要贡献。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传统民本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

创新性的继承，并在现代政治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民

为中心的协商民主。它始终秉持着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对中

华民族“天下为公”“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等传统政治

文化精华的继承与发展。在现实实践中，协商民主始终遵循

着“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进入中国社会主义新时代

以来，中国的协商民主形式更加丰富，体制更加完备，制度

化建设更加完善，确保了在公共秩序和法律规范下，人民能

够进行有效的沟通，确保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政府政

策的稳定与延续，这既是对人民民主的深刻理解，也是对中

华传统的政治文明生命力永恒的现实反映。

5.3 法治中国建设让传统民本思想之法理焕发生机
民本思想深刻地渗透到现代中国法治的立法、司法、

执法等各个领域。新时代的法治建设，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法

律文化资源中汲取养分，并对其进行继承与发展。中国传统

法律文化的民本理念，以“重民”“从民”“富民”“爱民”

为核心，充分肯定了人民的地位和价值。同时，在法治建设

的进程中，也是一个不断强调人的价值的过程，只有如此，

法治才能更好地改善民生，法治建设才能奠定扎实的群众基

础，才能焕发生机。

以民为先，这是中国依法治国的基本目标和基本准则。

就立法方式来看，民主立法、开门立法、科学立法，这些都

是将“以人民为中心”、体察民意、尊重民权、关注民生的

立法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突出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就司法

层面来看，中国坚持公正司法与司法为民的思想，使每个司

法案件都能让民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行政执法方面来

看，公权力行使的最基本目标是要保证和满足民众的需求，

政道以顺民心为本，厚民生以安民为体。

6 结语

传统民本思想是中国人民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智慧结晶，

凝聚着国人共同的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在历史新征程上，

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对传统民本思想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哲

学态度，批判地继承、创造性转化，从而形成了符合中国时

代发展的新型人民观，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实现

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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