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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邓 小平的人民主体观深受中国悠久的民本思想的影响,体 现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人 民利益高于一

切 ,人 民应取得最大民主权 ,强 调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 ,围 绕人民利益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

加以贯彻、落实。这一思想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目标的早 日实现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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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主体观是一种基本层次上的哲学范畴。它

是指作为主体的人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

所表现出来的自主的地位和性质。这种自主性表现

为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现代社会 ,它又

具体地表现为人的独立思考 ,积极参与 ,自 我决策以

及对自己行为后果负责的精神。

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 ,邓小平在领导中

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始终把人民群众摆

在重要位置 ,始终坚持人民主体思想。

一 邓小平人民主体思想的渊源

就理论方面来说 ,邓 小平的人民主体思想首先

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次,他的这一思

想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在渊源方面有着深厚的联

系 ,并从中汲取了中国传统人论中的精华。

在中国古代思想领域中,统 治阶级为了维护其

统治 ,大都把
“
以民为本

”
作为其治国方略之一。

在中国思想史上 ,管仲是较早提出
“
民本

”
思想

的历史人物 ,他说 :“ 夫霸王之所始也 ,以 人为本
”

[丬 (《 管子·霸言》)。 在论及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重

要性时 ,《 尚书》说 :“ 民可近 ,不 可下 ;民 为邦本 ,本

固邦宁。
”
孟子在总结尧、舜因得人民拥护而得天

下 ,桀 、纣因失民心而失去天下的历史经验时,提 出
“
得天下有道 ,得 其民斯得天下矣

”
的道理 ,并认为

“
桀纣之失天下也 ,失其民也 ,失 其民者 ,失其心也

”

[2](《孟子 ·离娄上》)。 荀子以舟水来 比喻君民关

系 :“ 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 ,水则覆舟。
”

唐太宗李世民也常以此语警醒自己,注意治国之道 ,

以保国泰民安。在如何安民利民问题上 ,管 仲提出
“
凡治国之道 ,必先富民,民 富则易治 ,民贫则难治

也。
”
[1](《管子

"台
国》)孔 子也提出安民利民的主

张 ,说 :“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 ,节用而爱民,使 民

以时 ,足食 ,足兵 ,民 信之矣。
”
[3](《 论语 ·颜渊篇》)

而荀子则认为要爱民就要顺民心 ,“ 礼以顺人心为

本
”
[4](《 荀子·大略篇》);他还提出了平政爱民的思

想 ,说 :“ 欲安 ,则莫若平政爱民
”
。老子对安民利民

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认 为应该
“
以百姓心为心

”

[51(《老子》第四十九章)。 孟子更提出了
“
利民之产

”

的经济方案 ,即 给每个农户
“
五亩之宅

”
,“ 百亩之

田
”
,让老百姓安居乐业 ,过上平安富裕的日子。唐

代名臣魏征上谏说 :国君既
“
为人父母

”
,就应

“
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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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 ,忧其所忧 ,乐其所乐
”
。并常常提醒皇帝 :“ 怨

不在大 ,可畏维人 ;载舟覆舟 ,所 宜深慎。
”
虽然这些

思想不具有唯物史观的性质 ,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

下 ,已 实属难能可贵。

邓小平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而成长起来的杰

出人物。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重民、安民、保民等一

系列思想 ,对终生心系中国百姓 ,到人民群众中寻找

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的邓小平的人民主体思想产生

了极为深远 的影 响。1981年 ,他 在为国外 出版 的

《邓小平副主席文集》所写的序言中就宣称 :“ 我是

中国人民的儿子 ,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

但他的这一思想绝不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简单传

承 ,而是闪现着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真理的光辉。他

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 ,批 判了古代民本思想的

阶级狭隘性和唯心主义成分 ,继承了古代的
“
民为

贵
”
、
“
民为上

”
、
“
民心不可违

”
等思想 ,把历史上屈

指可数的明君、贤相、良将、包青天之类清官体恤民

生、为民请愿等干古传颂的言行 ,与 当今社会现实紧

密结合 ,上升到理论高度并给予分析、概括、总结 ,从

而提出唯物主义的
“
人民主体

”
思想。

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邓 小平把马

列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 ,系 统

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党的

群众观点和
“
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 ,从群众

中来 ,到 群众中去
”
的群众路线 ,提 出了一系列诸如

“
向人民群众学习

”
,“ 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

”
以

及
“
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相一致

”
的观点。邓小

平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就其一生来说 ,他

不仅是这样说的 ,更是忠诚地履行其诺言 ,其深沉浓

厚的民本意识 ,包含有科学社会主义的深刻意蕴。

二 邓小平人民主体思想的内容

(一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人 民利益高于一切

古往今来 ,利 益一直是人类进行社会实践的根

本动因。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切实践活动都是为绝大

多数人民群众谋利益。早在 150多年前 ,马 克思、恩

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此作了深刻的论述和

庄严的宣告 :“ 过去的一切运动 ,都是少数人的或者

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

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
[6]

(262页 )共产党人
“
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

不同的利益
”
[6](264页 ),“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

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 ,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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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
[6](284页 )。 无产阶级政

党同其他一切政党不同 ,其阶级基础是人类历史上

最先进最革命的工人阶级 ,因 此 ,他的最高理想是消

灭一切私有制 ,消 灭一切剥削阶级和阶级差别 ,建立

共产主义社会。这些精辟的论述和见解 ,深刻地阐

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性质和唯一宗旨是为了整

个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同 时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

为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奋斗的客观必然性。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设计师 ,邓小

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利益的思想 ,他 以高度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时 刻关注最广大人 民群众的利

益 ,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制定党的基本方针、路线、

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把
“
人民拥护不拥护

”
、
“
人民

答应不答应
”
、
“
人民赞成不赞成

”
、
“
人 民高兴不高

兴
”
作为检验各项方针政策的最高标准。他所提出

的以
“
经济建设为中心

”
、
“
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

动摇
”
等一系列理论都是从 民族的前途 、人 民的根

本利益出发的。他不断地告诫全党 ,我 们的路线、方

针、政策离不开群众利益 ,是 为人 民群众利益服务

的 ,群众利益是党的方针、政策的基础和 目标 ,只有

符合人民群众利益 ,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 ,我 们的社

会主义事业才不会被人 民抛弃 ,“ 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 ,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 ,因 为它代表着人民最

大利益 ,最根本的利益
”
[7](257页 )。 由此 ,邓小平

在解释
“
中国共产党员的含义和任务

”
时说 ,“ 如果

用概括的语言来说 ,只 有两句话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 ,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
”

[8](l“ 页),并且要求
“
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 ,一 切

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

益
”
[8](3田 页)。 而且反复强调 ,要 大力

“
提倡和表

彰
”“

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
”

,“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
”
[8](367页 )。

为了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各种新问

题 ,以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体现人民群众的最大利

益 ,邓小平多次指出,单单依靠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

是很难做到的,还要
“
紧紧地依靠群众 ,密切地联系

群众 ,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 ,了 解群众的情绪 ,代表

群众的利益
”
[叫 (342页 )。 而且 ,“ 一定要努力帮助

群众解决一切能够解决的困难。暂时无法解决的困

难 ,要 耐心恳切地向群众解释清楚
”
[8](368页 )。

他进一步要求广大干部、党员 ,尤其是党和国家的高

级干部 ,无论何时都要
“
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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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联系群众的优 良传统
”
[8](2I7页 ),而 且要经

常
“
深人到群众中去做思想政治工作

”
[8](358页 ),

“
把国家的形势和困难、党的工作和政策经常真实

地告诉群众
”
[8](368页 ),以 此来

“
影响和吸引群

众 ,振奋精神 ,团 结一致 ,专心致志 ,稳 步前进 ,实现

我们的宏伟 目标
”
[8](369页 )。

邓小平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的经验 ,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民利益的思想 ,

使之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

内容。他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 ,是

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是否有利

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为人 民服务、为人民谋利

益的时代主题。

实践表明 ,只 有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和

最终归宿 ,人 民才喜欢 ,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事业才能在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下顺利发展而取得

最后胜利。

历史上 ,我们党在对人民利益的认识和表达上

曾有过严重过失。一是错误地认为人民的利益在于

阶级斗争 ,只 要解决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

谁的问题 ,就是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 党不

变质 ,国 不变色
”
,人 民的利益就得到了保证 ;二 是

错误地认为只要坚持某种固定的社会主义模式 ,人

民就能过上富裕的生活 ,任何违背这一主张的观点

和做法 ,都被认为是对人民利益的背叛 ,从而又为阶

级斗争提供了理论依据。这种对人民利益内涵认识

上的偏差 ,导致了多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迟缓 ,

人民过着共同贫穷的生活 ,人 民利益实现的程度相

当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在邓小平的努力下 ,我

们党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最终准

确地把握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根本利益的

内涵。

但是 ,党对人民利益内涵的准确表达和认识 ,仅

仅是实现人民利益的必要前提条件 ,并 不能必然提

供真正使人民利益得以实现的有效保证。在这个问

题上 ,我们也是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的 ,不是把实现

人民利益看作是人民自己的事业 ,应 由人 民群众 自

主地来完成 ,而是由上级领导者大包大揽。高度集

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束缚了群众历史作用

的充分发挥 ,割 断了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与其 自身

利益的关系 ,这必然抹杀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 ,并导致领导干部作风的官僚主义和瞎

指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沉痛教训 ,并最终

导致人民利益的落空。这样 ,寻求维护人民利益的

正确途径势在必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邓小平对人民利益的实

现途径做了积极的探索 ,即
“
玫治上发展民主 ,经 济

上进行改革
”

,“ 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

革
”
[9](116页 )。 改革是全国人 民的长远利 益所

在 ,其 目的就是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因 为
“
人们

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
[10](m

页)。 只有改革 ,人 民才信任我们 ,我 们的事业才有

希望。不改革 ,人 民不能容忍 ,我 们党也不能容忍 ,

人民的利益就会受到最大的损害。通过改革 ,人 民

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人 民的利益相应地得

到了最大的实现和维护。

纵观邓小平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谋利益的时代

主题思想 ,不难看出 ,他 的思想是把为人民服务 、为

人民谋利益同共产主义事业联系起来 ,是从 中国的

现实国情出发 ,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具有现实主义的色

彩。同时 ,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宗旨 ,

是新世纪党领导入 民实现 自身利益的正确杵什 ,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大法宝

(二 )人 民应取得最大的民主权

邓小平指出 ,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新型

的和最高类型的民主 ,是大多数人的民主 ,真正体现

人民当家作主 ,在各方面都具有比资本主义民主更

大的优越性。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我们党只

有建设好社会主义民主 ,充分发扬民主 ,认真总结群

众的实践经验 ,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 ,才能逐步认识

和掌握革命和建设的规律 ,才 能形成正确的路线和

决策 ,指 出正确的方向 ,领 寻群众前进 ,才能保证国

家长治久安。针对我国受长期封建意识影响 ,人 民

群众民主法制观念淡薄 ,行使民主权的能力不高的

现状 ,邓小平提出要增强广大人民的民主意识 ,并呼

吁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认识 白己的民主权利 ,以 真正

行使对党进行监督的权利。因为
“
无论党内监督和

党外的监督 ,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

活 ,发扬我们党的优 良作风
”
。为确保人民群众行

使 民主监督权利 ,邓 小平指 出 ,“ 必须使 民主制度

化、法制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

改变 ,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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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s页 )。 这样 ,才能保证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 ,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也才能得到巩固,才能

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邓小平的民主思想丰富而深邃 ,是我们整个社

会主义历史阶段民主建设的根本指针。

(三 )着 眼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 ,一定

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

的生活水平 ,这才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 ,才能把握

住社会发展的方向。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

础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社

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要体现在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

文化生活上。这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广大人民的利

益所在。在他的经济理论中,邓 小平把人民作为价

值主体 ,“ 我们要想一想 ,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

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

生产力 ,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点 ,使人民的文化生

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
[8](1⒛ 页)。

“
社会主义经济

政策对不对 ,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 ,人民收

人是否增加
”
[8](314页 )。 1992年 初 ,在南方讲话

中,邓小平更加明确地指出 ,判 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

是非得失的标准 ,“ 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

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

家的综合国力 ,是 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

[9](372页 )。

从邓小平的一贯思想来看 ,在衡量改革与各项

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根本标准中,是 否有利于提高

人民的生活水平 ,即 有利于人民利益的增进 ,更具有

根本性的意义 ,是最高的价值标准。发展生产力之

所以被如此看重 ,是 因为社会主义只有
“
通过社会

生产
”
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才能

“
保证一切社会

成员有富是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
”
,才

能
“
保证他们的体力、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

和运用
”
[11](狃 0页 )。 发展生产力 ,成为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极其重要的手段。

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党曾片

面强调生产建设 ,忽视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 ,结果使

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邓小平认真总

结了过去忽视人民物质利益的深刻教训 ,根据我国

的现实国情和人民需要 ,提 出了物质利益原则。他

指出,人人都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追求正当物质利

益的权利 ,应 当保护人民群众的正当的个人利益 ,要

8

鼓励人们
“
勤劳致富

”
、
“
多劳多得

”
。

“
不讲多劳多

得 ,不重视物质利益 ,对 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 广大

人民群众不行 ,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

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

是 ,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 ,如果只讲牺

牲精神 ,不 讲物质利益 ,那 就是唯心论
”
[8](I46

页)。 为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邓 小平反复强

调 ,“ 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 ,而是富
”
[9](265页 )。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社 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出

于对人民物质利益方面的考虑 ,邓 小平还批判了历

史上的平均主义观点 ,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财富属于

人民,社会主义的富裕是
“
人民共同富裕

”
[9](265

页)。 离开人民的共同富裕 ,离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 ,发展生产力就没有了任何实际意义。⒛ 世纪 90

年代初 ,邓小平深刻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

史经验 ,提 出了社会主义本质是
“
解放生产力 ,发展

生产力 ,消 灭剥削 ,消 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

裕
”
[9](373页 )的著名论断。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如果不发展生产力 ,不提高

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不 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

要求的,那样就离开了人民的利益 ,也违背了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的要求。

(四 )注重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作用

1.人民群众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这 是历史唯物主义

的一个基本观点。邓小平在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的过程中,坚定地捍卫了这一基本观点。他

坚定地指出 :“ 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 ,没有一

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
”
[9](4

页)邓小平对人民主体性的确认和发挥 ,主要表现为

他尊重实践 ,尊重群众。他说 :“ 群众是我们力量的

源泉 ,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
”
[8]

(368页 )而且 ,他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 ,热情

地肯定和坚决地支持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他曾谈到 :“ 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 ,这个发明权是农

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 ,都是基层创造出来

的 ,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
[9]

(3gz页 )他还在《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

发》一文中指出 :“ 乡镇企业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

村剩余劳动力。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 ,而是基

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
”
[9](252页 )在谈

到他个人在我国改革开放中的作用时 ,他说 :“ 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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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做了一点小事 ,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 ,其实很多

事是别人发明的 ,群众发明的 ,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

起来 ,提 出了方针政策。
”
[9](272页 )

所有这些表明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 ,坚定地

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 ,而且对诸如
“
精英

治国
”
、
“
精英政治

”
、
“
英雄创造历史

”
一类的新英雄

史观给予了重重的回击。

邓小平不仅坚决地捍卫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

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而且极大地发

展了这一基本观点。

(1)邓小平从群众与实事求是的关系上说明只

有人民群众才具有实践创新和认识创新的能力 ,从

而进-步说明了为什么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推动历史

发展的动力。

邓小平指 出 :“ 我认为 ,毛 泽东同志倡导的作

风 ,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 的东西。
⋯⋯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 ,我个人觉得 ,群众路线和

实事求是特别重要。
”
[8](45页 )这 表明 ,群众路线

和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两个基

本点 ,他所倡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和认识 ,都必须由人民群众来创造性地完成这一观

点 ,也是与实事求是密切相关的。邓小平在《改革

的步子要加快》一文中,就 以给农民生产经营 自主

权以后出现的农民实事求是的实践创造 ,生 动地说

明 ,只 有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才最具有成功的把握

性 ,因 为人民群众是实践主体 ,他们对 自身实践领域

中的实际情况及其内在规律性 ,了解得最丰富 ,最全

面 ,最清楚。他指出 :“ 农业实行多种经营 ,因 地制

宜 ,该种粮食的地方种粮食 ,该种经济作物的地方种

经济作物 ,不仅粮食大幅度增长 ,经济作物也大幅度

增长。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 ,这是我们原来没有预

想到的。
”
[9](238页 )

(2)邓小平将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划分为两种

方式 ,-种是由人民群众直接创造的新实践 ;另 一种

是由人民群众间接创造的新实践 ,即 由群众的意向

和要求 ,启 发和引导并推动了领导者的实践创造。

以这种方式创造出来的新实践 ,表 面上看是由领导

者创造的 ,但从根源和实质上看是群众的创造。因

为没有群众的意向和要求 ,就不会有这种创造 ,而且

这种创造之所以经过领导者这个中间环节 ,也是由

社会组织机制和社会运行机制造成的 ,因 为这类实

践必须由领导者来发动和组织。如果不是这样 ,它

也会由群众直接创造出来。

邓小平关于实践创造的两种方式的思想 ,科学

地说明了一切新实践归根到底都是群众创造的。这

就是说 ,我们以前的实践创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新

认识的源泉。邓小平在评价《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

制改革的决定》时,对这一点作了明确说明。他指

出 :“ 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 ,就是解释了什么

是社会主义 ,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

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

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

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
‘
异端

’
。
”
[9](9I

页)

2.人 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通过改革得以充分体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中 国走上了改革开

放之路。从物质层面上看 ,这 ⒛ 多年来的成就突出

表现为经济高速增长 ,我 国综合国力迅速提高 ,从人

文角度看 ,一个突出表现是我国人民的主体性不断

发展 ,主体意识不断增强。

我们所进行的全面改革 ,在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世 界上没有成功经验可循。

进行这么一场广泛而又深刻的社会变革 ,没 有亿万

群众的充分理解、热情支持和积极参与 ,是不可能开

展起来和取得成功的。因为人民群众是改革的主体

和决定力量。首先 ,人 民群众对改革有强烈愿望和

要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邓 小平倡导了改革开

放 ,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

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保障了劳动者的主人翁地

位 ,贯彻了物质利益原则 ,适应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

要求 ,很快被人民群众接受和掌握 ,变 成了一股巨大

力量。其次,改革是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实现的。

改革的实践启示我们 ,人 民群众凭借丰富的智慧和

经验 ,通过实践 ,不仅为改革提出了许多好的方案、

意见和办法 ,而且党制定的关于改革的一系列方针、

政策和措施 ,也只有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才能实现。

最后 ,人 民群众发动的程度如何 ,直接关系到改革的

广度和深度。回顾 ⒛ 多年改革的艰辛历程 ,不难看

出,那些群众发动得充分的地方、部门和单位 ,改 革

的弄潮儿就大批涌现 ,改革就卓有成效 ,工作面貌-
新 ,人 民得利受益。反之 ,改革就举步维艰 ,缺乏生

机 ,工作起色不大 ,人 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

在改革过程中,邓 小平不仅在理论上对人民主

体思想进行了深刻阐述领会 ,准确地把握了人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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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思想的精髓 ,更在于他顺应时代潮流 ,不断推进对

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从 而创造和发展了使人 民主

体性在改革中得以实现的条件。

(1)通过经济体制改革 ,人 民群众获得生产经

营 自主权 ,从而使其积极主动的创造精神得以充分

发挥。

群众有没有生产经营上的自主权 ,这是群众有

没有进行 自由创造的权力和能不能形成 自己独立的

经济生活的关键。而群众享有进行 自由创造的权利

和具有 自己独立的经济生活 ,又 是群众充分发挥其

创造历史作用的两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过去我们实行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 ,大

大限制了群众的主动创造精神的发挥。在此种经济

体制下 ,一方面 ,权力集中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群众

在生产经营上就处于无权地位 ,群众的创造活动就

会被视为违规行为。另一方面 ,该 种经济体制也使

群众的经济生活表现出过分的依赖性 ,群众没有 自

己独立的经济生活 ,其创造活动也就缺乏现实的物

质基础。基于以上分析和考虑 ,邓 小平提出经济体

制改革的首要任务 ,就 是要给人民群众以生产经营

上的自主权。他在《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 结一致

向前看》一文中 ,强 调指 出 :“ 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

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 ,使 每一个工厂和生产

队能够干方百计地发挥 主动创造精神。
”
[8](1弱

页)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通 过向农民下放 自主

权 ,农 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创造性空前高涨

起来 ,农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改革权力过分集 中的政治体制 ,为 人 民群

众历史作用的充分发挥铲除政治障碍。

以往 ,由 于我们长期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

管理体制 ,致使在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产生了

严重的官僚主义 ,它为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发挥设

置了重重障碍 ,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积

极性。要充分发挥群众的历史作用 ,就必须解决国

家政治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为此 ,邓 小平

指出 ,首 先 ,政治上要做到党政分开 ,权力下放。其

次 ,要用法律手段来限制和约束领导机关和领导干

部的职权范围。最后 ,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 ,保证全

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途径管理 国家 ,特别

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企事业单位的权力 ,从而为

群众历史作用的充分发挥 ,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

中国的改革是从扩大生产经营者的自主杈开始

10

的。这一开端昭示 了改革与发挥人的主体性的关

系 ,预示了改革对人的解放的意义和前景。从经济

上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企业和生产者获得 自主

权 ;从哲学上看 ,这就是人的解放 ,是人的主体性在

更高层次上的实现。如果说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使人的主体性 因私有制的消灭而获得了第一次解

放 ,那 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则 使人的

主体性因摆脱了传统体制而获得了第二次解放。

三 邓小平人民主体思想的现实意义

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 ,是社会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是真正的英雄 ,同 时是党的力

量之源 ,是党的生命力所在。在人民群众中蕴藏着

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只有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

认真总结群众的经验 ,集 中群众的智意 ,才能调动人

民群众的积极性 ,教育和引导群众前进。中国共产

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以江泽民为核

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继 承了邓小平的人民主体思

想的精髓 ,提 出了
“
三个代表

”
的重要思想 ,其核心

就是
“
始终代表 中国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

”
。在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 ,要更好地实践
“
三个代表

”
的重要思想 ,我们必须深人到人民群众

中 ,紧 紧地依靠群众 ,密 切地联系群众 ,同群众打成

一片 ,与 人民群众同甘共苦 ,随 时听取群众的呼声 ,

代表群众的利益 ,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 ,顺利完成社

会主义建设的目标。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 ,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党的十六

大报告指出 :“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

群众 ,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在任何时

候任何情况下 ,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坚持全Jb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把 实现人民的利益作为一
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
[12]历史经验反复证明 ,

什么时候党群关系密切 ,我 们的事业就顺利发展 ;什

么时候党群关系受到损害 ,我们的事业就遭受挫折。

特别是改革的攻坚阶段 ,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和困难

更多 ,我们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要牢固树立正确的

权力观、群众观和利益观 ,必须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 旨。我们党要制定符合人民群众利益

的政策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要深人群众 ,了

解和关心群众生活 ,为 群众排忧解难 ,多 办实事 ,始

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样 ,我们就可以把

人民的利益实现好 ,发展好 ,维 护好 ,成 为人民利益

的忠实代表 ,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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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现代化并向共产主义迈进。        民群众的主体性实现了飞跃。这种主体性的实现和

邓小平人民主体思想 ,是 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  发展 ,在一个基本层次上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

精华与马克思主义光辉真理相融合的产物 ,是 中华  化建设奠定了基础。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 ,

民族的一大法宝。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人  仍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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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eng Xhop豆 ng’ s“ Peopleˉessence’
’
Ⅴiew

LI Yu-hong
(Law Institute,Sichuan NormaI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610068,China)

Abstract:Deng Xiaoping’ s 
“
people-essence”  view is deeply innuenced by Chinese ti1η e¨honored

ideology of people-essenCe。  It is demons1rated by serving the people with heart and soul, people’ s intero

est being insun⒒ ountable, the maxirnum democratic rights for the people, emphasis on people’ s signiΠ o

cant role in shaping the history, and for【 △ulating and implementing our lines, principals and pohcies with

people’ s interests as its basis。  The “peoPle-essence”  View is of great directive function in the construc-

tion of a sociahst country of Chinese characteris吐cs and an earlier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
building a

wellˉ oⅡ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

Key words:Deng Xiao-ping; people-essence; id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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