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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利益多元化背景下

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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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已成

为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现实。在经济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人们的思想认识、价值观念和思维

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既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又对着眼于解决单一利益关

系的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诸多挑战。只有重新对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反思, 并拿出

切实可行的应对之策,才能切合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 开创出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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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和不断发

展,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多种利益群体。在

经济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如何使思想政治工作

切合当前发展的需要,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利益

观为主导,充分发挥各利益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的作用,超越传统的利益观念,探寻思想政治工

作的对策,已成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迫

切任务。

一、经济利益多元化给思想政治工作

带来了全新的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收人分配制度的改革,我国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利益格局被打破,社会利

益关系出现了新变化, 同时也使人们的思想观念

产生了深刻地变迁及价值取向上的日益多样化,

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全新的机遇。

(一)经济利益多元化促进了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 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有力的

物质基础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所采取的是一种层级

式、自上而下的权力集中的利益协调模式。长期

以来都忌讳讨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利益分化问

题,忽略利益的差别而过于强调人民利益的一致

性。在这种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思想指导下,严重

打压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使我国的社

会生产力长期受到束缚, 始终处于低迷的状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让一部

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再让先富带动后富,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思想。这种战略思想实

际上就是一个利益关系重新调整的思想,这是对

劳动人民内部的利益分化、利益差别的承认和肯

定, 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实施。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使全社会的资源在市

场的基础上实现优化配置,同时在政府的统一管

理下实现宏观调控, 既破除了过去高度集权的管

理模式对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束缚, 又通过宏观调

控避免和克服了因市场失灵而造成的对生产力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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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破坏。在经济利益多元化的主导下, 广大人民

群众释放出了被平均主义压抑的巨大积极性, 国

家综合实力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整

个社会呈现出生机勃勃、财富涌流的繁荣景象。

这对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最有利的外部条件

和物质保障。

(二)经济利益多元化增强了教育对象

的主体意识

经济利益多元化最基本的内涵就是经济利益

主体多元化,利益的主体性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人

的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性问题。马克思曾明确指

出: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

关。[ 1] 可以说,利益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动因,

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和关心的问题。人们从事生

产活动,是为了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方面的需

要,是为了获得物质利益; 同样, 人们从事阶级斗

争,也是为了利益。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消

灭了封建制度, 实行了政治改革。但 政治改革首

先宣布,人类的联合今后不应该再通过强制, 即政

治的手段来实现;而应该通过利益,即社会的手段

来实现。它以这个新原则为社会的运动奠定了基

础。
[ 2]
从这里可以看出,利益是一切联合的基础,

因而,无论是市民社会的联合,还是未来社会的联

合,它们的联合不再是 政治的手段 ,它应该通过

利益 来实现。所以, 利益分化在造就了多元利

益主体的同时,也强化了人们的主体意识。市场

经济竞争机制的引入, 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的等

级特权观念,破除了个人对国家和集体的人身依

附关系,从根本上剔除了陈旧的封闭意识和观念,

树立了开放意识、参与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

服务意识及一系列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观念。随

着教育对象主体意识越来越突出, 使不同地域、

民族、国家的经济活动和思想价值观念,纳入更

频繁更密切的交流和碰撞中。这有利于促使教育

者改变一些落后的思想政治工作理念, 挖掘思想

政治工作在培养人的主体精神、形成主体性道德

人格方面的作用, 最终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

和方法进一步科学化。

(三)经济利益多元化有利于完善社会

主义激励机制

长期以来, 人们在建立社会主义激励机制上

的一个比较重大的失误就是忽略甚至放弃了物质

利益的重要调节作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按劳

分配只是成为一个抽象的原则, 从而导致分配上

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同时,在实际的协调过程中

把集体主义原则简单化和片面化了, 从而错误地

把集体主义原则当成了强制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

益的理论根据。有些人甚至把个人利益与个人主

义相提并论, 大加批判, 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群

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结果,主要由精神鼓励为

主的激励驱动机制并未达到其应有的效果。激励

机制的建立是以需要理论为基础的。恩格斯说

过,人们 行动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

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愿望的动机 。
[ 3]
完善的社会主

义激励机制应该是公平地评价人们的劳动贡献,

从而对其支付精神和物质的报酬和奖励。经济利

益多元化背景下,人们的利益意识发生了觉醒,利

益要求不断提高。有利于促使教育者充分认识思

想行为源于利益又指向利益规律的客观性,改变

以往不注重从利益角度寻找人们思想变化根源的

传统做法,进而能推动教育者深入细致地研究人

的利益问题,在教育活动中充分重视教育对象的

利益需求,并在实践中注意尊重满足教育对象的

正当利益,最大限度地激发教育对象的主动性、积

极性,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本源动

力。

二、经济利益多元化给传统思想政治

工作带来了新挑战

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 只有让

人们获得的利益产生差别,使不同利益主体之间

产生竞争,才能使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但是,在

经济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之下, 思想政治工作的对

象、环境等要素均已发生巨大变化,使传统的思想

政治工作在经济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面临着诸多

挑战。

(一)经济利益多元化使思想政治工作

对象复杂化

由于过去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强

调人们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使得利益分化过于简

单,基本可以概括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随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 多种多样的

有着不同利益要求的利益群体也应运而生。社会

成员也由单位人走向社会人, 身份制特征淡化,契

约制趋向明显。 以往老实的农民、世故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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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谨慎的知识分子、善于用权的官员都在学习

运用契约的方式与外界打交道, 并据此保卫自己

的合法权益。[ 4] 在此情况下, 思想政治工作的对

象日益复杂, 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而传统思想

政治工作的目标是划一的。即思想政治工作长期

以来一直用整齐划一、不分层次的培养共产主义

者的目标来要求所有的教育对象, 把思想政治工

作的最高目标变成适用于所有教育对象的目标。

显然,这种划一的、理想色彩过于浓厚的目标在经

济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显得不相适宜。

(二)经济利益多元化使社会心理产生

一定程度的失衡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利益主体单一,国家和集

体是社会最高甚至是唯一的利益主体, 个性与需

求被极度压抑,以致人们谈利色变。随着利益主

体多元化格局出现, 人的个体价值受到尊重和弘

扬,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选择性、独立性。然而,

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和体制建设的滞后,致使人

们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盲目追求效率至上和

自由放任。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过

去个性与需求被极度压抑转至对个性的追求极度

膨胀。个性的过分张扬导致了个人难以正确处理

理想与现实、手段与目标的关系,从而迷失了个人

发展的方向。在改革中一些先富裕起来的群体和

个人表现出挥霍、浪费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和生

活方式,将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和社会利益之上、

为达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的现象。由此

可见,单纯的市场目标容易导致将人与人,人与社

会之间丰富的关系简化为单纯的商品交换关系或

世俗的功利关系,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时候,

容易使人在摆脱了旧体制下人的依赖关系的同

时,又陷入对物的依赖关系之中,从而产生一种人

的创造物反过来支配人、奴役人的异化现象, 使人

们丧失对终极理想和目标的追求。经济利益多元

化使社会心理产生一定程度的失衡, 而社会心理

失衡发展到一定程度, 必将会破坏社会的稳定和

发展。因此,做好人们之间的沟通、协调和引导工

作,平衡社会心理,就成为思想政治工作新的任务

之一。

(三)经济利益多元化使人们的价值取

向日益多元化

改革开放以前,一直提倡和奉行的是集体主

义的价值观。这种经济利益的单一性特征决定了

人们价值取向上的基本一致性, 强调个人利益无

条件地服从集体利益。改革开放以后, 由于深化

改革开放, 发展市场经济, 扩大内外交流, 在引进

外国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西方的价值观

念和生活方式也随之不断侵入, 在人们的精神信

仰世界中出现了合理利己主义的价值观的同时也

出现了唯钱是求的价值观。由于每一主体都从自

身利益出发, 必然使个人利益、眼前利益得到强

化,很容易滋生为追求经济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

和尊严、不顾法纪约束、不顾道德廉耻、丧失共同

理想、缺乏奉献精神的倾向。在经济利益多元化

背景下,如果处理不好教育对象价值取向多元化

与思想政治工作导向的矛盾问题, 就很容易造成

思想政治工作导向功能的弱化甚至迷失。因此,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引导人们坚持社会主义的价

值导向,是当前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任务。

三、经济利益多元化背景下思想政治

工作的转型与创新

邓小平同志反复告诫全党, 思想政治工作是

我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是经济工作和其他

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经济利益日益多元化的背

景下,传统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利益多元化的社

会现实之间产生了诸多矛盾, 必须结合传统思想

政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实现思想政

治工作的转型与创新。

(一)由主体要求向客体需要转变, 注

重主客体双向交流

思想政治工作是对人的思想施以积极影响的

实践活动。历史唯物主义告诉人们: 社会的主体

是人民群众。离开了人民群众及其主动性、积极

性和创造性,任何社会活动都无法开展,任何目标

都无法实现。而人的思想转变从来都是和人的需

要紧密相连的。过去, 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往往只

注重于对群众的要求, 而没有把思想政治工作的

要求和群众的需要有机结合起来, 并渗透到群众

的需要中去,使思想政治工作往往只是流于形式,

而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随着利益分化和新的

利益格局的形成,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

客观上要求人们必须根据新形势的发展,对于群

众的需要进行必要的考察和引导, 在实际教育过

程中强调群众的需要,引导受教育者向自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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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管理、自我提高的自主教育方式转变。只有

充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个体性功能, 才能使群

众更主动地接受思想政治工作所传递的信息和内

容,双方才能更好地沟通,从而增强思想政治工作

的实效性。

(二)从单纯注重政治功能向与物质利

益相结合的原则转变

我国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最显著的特征是政

治至上,重义轻利。长期以来, 人们不仅以这种

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为指导标准, 而且以此为

框架来解释一切, 要求一切。在这种价值取向

支配下,形成了一种传统偏狭的思想政治工作

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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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告诉人们,物质利益

与革命精神是辩证统一的。如果离开了物质利

益来讲革命精神, 那就是违背了唯物论。如果

离开了革命精神来谈物质利益, 那就违背了唯

物辩证法, 就不可能正确处理人们之间的物质

利益关系。 [ 5]因此, 在经济利益多元化背景下,

要改变传统思想政治工作片面注重政治功能的

偏向, 必须使思想政治工作与人们的利益问题

结合起来。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 使思想政治

工作努力渗透到一切经济活动中去, 为不同利

益主体提供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 努力化解社

会上存在的各种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 使思想

政治工作充分发挥 生命线 的重要作用, 为社

会稳定发展提供坚实的思想保障。

(三)从显性教育方法绝对主导向隐

性、显性相结合的方法转变

在经济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 要求思想政治

工作亟待从显性教育方法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传统

模式中解放出来,走向隐性、显性相结合的方法。

随着各利益主体的独立意识增强, 他们已不愿意

被动地接受生硬直白地说教和灌输, 对以往单纯

采取的显性教育易产生抵触情绪。而隐性教育则

是把教育的意向、目的渗透到或潜藏到与之相关

的活动或环境之中, 使受教育者在无意识的情况

下, 接受熏陶和影响, 能有效防止逆反心理的发

生,它固有的内涵与经济利益多元化的形势要求

之间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所以在新形势下,应特

别注重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的方法。一方

面,显性教育方法可以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受教育

者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 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 体现思想政治

工作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隐性教育方法善于寓

教于乐, 把健康的思想内容以丰富多彩、新颖活

泼、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渗透到各种活动中,以增

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和渗透性,达到 春风化

雨, 润物无声 的效果。总之, 只有将两者紧密地

结合起来,一个作用于理性因素,一个作用于非理

性因素,两种方法相互补充,才能有效地促进受教

育者的思想品德和个性发展, 从而取得最佳的教

育效果。

(四)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取向从封闭

型向开放型转变

由于我国长期受到极左思潮和闭关锁国等消

极意识的影响和禁锢, 形成了封闭型思想政治工

作的价值取向。受这种价值取向影响, 人们对多

样化问题的认识和评价, 往往采取一种直线的、片

面的思维模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人们

在观念上获得了的极大解放, 客观上拓宽了人们

与社会的接触, 有利于人们多角度、多途径地尝

试适应社会的方式, 寻求实现人生最大价值的最

佳方案。应充分意识到,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开

放的系统。其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之间,绝不是

封闭的、孤立的, 而应是交流互动的,开放型的思

想政治工作才具有生机和活力。在经济利益多元

化背景下,要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和针对

性,需要教育者开动脑筋, 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综

合考虑经济利益多元化条件下教育对象的接受特

点,在思想政治工作理念、功能、内容、方法等多个

层面,克服传统思想政治工作的弊端,实现其转型

与创新。这既是经济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发展趋势

提出的客观要求, 也是思想政治工作自身科学发

展的必然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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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mall cof fers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 ly pr ominent problem. The

government has taken many act ions to contro l it , but the result has not been sat isfactory due to vari

ous r eason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rigin of small co ffer s and its serious harmfulness, and pr opo

ses to, deal w ith the pr oblem through scientif ic management , comprehensive pr evention and severe

punishment based on the guideline of scient if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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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 w ith the reform of market economy step by step, di

v ersificat ion o f economic interests has become an unavoidable social r eality. In the context of div ersi

f ied economic interests, people's ideo logy , values and the w ays of thinking have underg one profound

changes. This has brought oppo 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 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 ical w ork, but

on the hand also presents many challenges to t radit ional ideo logical and polit ical w ork w hich focuses

on solving sing le interest problems. Only through reconsider at ion on the tradit ional ideo logical and

po lit ical w ork, and by pract ical and feasible measures, can w e meet the current needs o f the social de

velopment and create a new situation of the ideolog ical and polit ical wo 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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