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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为人民谋福利的思想

唐　奎

(河北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91)

　　摘 　要 :人民福利始终是毛泽东所关注的问题 ,他一直把发展人民福利事业作为党的事业

来认真对待。毛泽东提出了共产党要“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的命题 ,论述了发展生产与改善

人民福利的关系 ,强调发展人民福利事业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毛泽

东的福利思想不仅在历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且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也有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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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o Zedong’s Thought for the People’s Welfare
TAN G Kui

(College of Law and Politics ,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91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 had always been concerned about the welfare of t he people. He had been

taking t he develop ment of t he welfare of t he people seriously ,just as t he Party’s mission. Mao Zedong

p ut forward a proposition t hat the Communist Party should St ruggle for t he welfare of t he nation and

people ,and he discussed t 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ing production and improving people’s well2
being. He st ressed t hat t he ultimate goal of developing t he people’s welfare is to raise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In history ,Mao Zedong’s t hought about t he welfare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t p res2
ent ,it also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s for building harmoniou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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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福利是一项关乎民生、关乎革命与建设

的重要问题 ,毛泽东一直把发展人民福利事业作

为党的事业来认真对待。1920 年 12 月 ,毛泽东

在给蔡和森等人的通信中明确表示 ,反对“主张

温和的革命 ,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 ,为人民谋全体

福利的革命”[ 1 ] ,他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和俄式革命

来改造中国 ,造福人民。从某种意义上说 ,毛泽东

实现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 ,也是其对实现

人民福利的道路加以思考、探索和选择的过程。

1942 年 12 月 ,毛泽东指出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

的 ,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2 ]467 。1948

年 1 月 ,毛泽东又指出 ,领导的阶级和政党 ,要实

现自己的领导 ,必须具备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其

中一个就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 3 ]1273 。

毛泽东把给人民以福利同党的领导政策和策略紧

密地联系起来 ,标志着毛泽东为人民谋福利的思

想初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对福利问题

在理论上与实践上又有了新的探索 ,使这一思想

得到了新的丰富和发展。

一、中国共产党要“为民族与人民求福

利”

首先 ,为人民谋福利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

的重要目标。毛泽东指出 ,“如果大家生活不提高 ,

收稿日期 :2009 - 03 - 20

作者简介 :唐 　奎 (1984 - )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009 年 12 月 　　　　　　　　　　　石家庄铁道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Dec. 2009 　
　第 3 卷第 4 期 　　　　　　　Journal of Shijiazhuang Railway Institute (Social Science) 　　　　　　　Vol. 3 No. 4 　



革命就没有必要 ,因此生活、福利都要逐步提

高。”[ 4 ]490毛泽东在其革命实践中 ,从来都是把为

人民谋福利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即使是在抗战

最艰苦的时期 ,毛泽东也没有忘记为人民谋福利

的使命 ,他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开门见山

地指出 ,这个纲领是“为着进一步巩固边区 ,发展

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 ,以达坚持长期抗战

增进人民福利之目的”[ 2 ]334 。毛泽东为人民谋福

利的思想 ,既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 ,又进一步明确

了革命的目标。

其次 ,给人民以福利是党在革命斗争中争取

群众 ,发动群众的重要途径。毛泽东遵循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 ,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和巨大力

量 ,认为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中

国革命的胜利需要党积极地发动群众而且能够有

效地领导群众 ,毛泽东强调 ,“我们的第一个方面

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 ,而是给人民以东西。

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 ? 就目前陕甘宁

边区的条件来说 ,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

人民发展生产 ,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 ,并在这个基

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

度。”[ 2 ]467为人民谋福利与给人民以福利切实地体

现了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宋庆龄曾赞扬毛

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一贯地实行群众路线 ,说中国

共产党“团结群众 ,教育群众 ,听取群众的意见 ,为

人民谋福利 ,从不脱离群众。”[ 5 ] 正是因为中国共

产党始终坚持群众路线 ,为人民谋福利 ,给人民以

福利 ,发动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 ,调动了人民革命

的积极性 ,从而使党拥有了广泛的有力量的革命

同盟军。

第三 ,发展人民福利事业是党巩固人民政权

的重要保证。毛泽东多次强调要注意工农民众的

福利 ,他要求中央政府要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

困难 ,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扫除旧

中国遗留下来的贫穷和愚昧 ,逐步改善人民的物

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 6 ] 。西柏坡时期 ,

他就尖锐地指出 :“假如我们在发展生产上无知 ,

不能很快地掌握生产工作 ,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

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 ,获得确实的成绩 ,首先使工

人生活有所改善 ,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也有所改

善 ,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 ,我们就会站不住脚 ,

我们就会失败。”[ 7 ]260毛泽东还要求中央要调整好

公私关系 ,劳资关系 ,使公私兼顾 ,劳资两利 ,教育

全党和人民群众 ,“决不可只看见眼前的片面的所

谓劳动者福利 , 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

益”[ 8 ] 。在 1957 年的整风运动中 ,毛泽东还把“人

民的生活福利”作为重点问题之一提出来 ,在城市

和农村中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 ,有领导地自由

地展开全民性的大辩论 ,用以正确地解决在人民

内部实际存在而为当前所必须解决的各项矛盾问

题[ 9 ] 。毛泽东正是以这种时刻关心人民福利 ,改

善人民生活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指导着共和国

的建设 ,才使得人民群众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使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不断地巩固和强大。

第四 ,关心和增进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福利

是中国共产党促进民族团结 ,实现祖国统一的重

要条件。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

付出过艰辛的努力 ,在解放少数民族地区的进程

中 ,除了采取军事手段打击当地军阀旧恶势力外 ,

更多的是强调用和平手段争取少数民族解放 ,帮

助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改善生活 ,为各少数民族谋

福利。这突出地体现在解放新疆和西藏的过程

中。毛泽东曾对西藏地区的问题加以具体的指

示 ,提出“拉萨等地物价高涨 ,康藏公路短期难通 ,

军队生产今年尚难自给 ,我们对西藏人民的物质

福利一时尚难有所改进”,“因此我们在政治上必

须采取极端谨慎的态度 ,稳步前进 ,以待公路修

通、生产自给并对藏民物质利益有所改善之后 ,方

能谈得上某些较大的改革。”[ 10 ]370 毛泽东还亲自

给达赖喇嘛写信 ,指出 :“在建设祖国和为西藏民

族谋福利的道路上 ,我们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的”,

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加强国防 ,巩固汉藏民族之

间和西藏内部的团结 ,严防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和

其他反动破坏分子的阴谋活动 ,并克服我们建设

祖国和为西藏民族谋福利的道路上的障碍。”[ 11 ]99

经过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艰辛努力 ,终于在 1955 年

和平解放了西藏。

总之 ,共产党要“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这既

是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也是其取信于民 ,

不断发展壮大的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就是要为

人民谋福利 ,这是党的根本任务也是其不变的宗

旨。共产党人既要充当人民福利事业的领导者 ,

又要当起建设人民福利事业的先锋战士。毛泽东

指出 ,“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 ,他们完全不谋

私利 ,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 12 ] 历史选择了

中国共产党 ,其意义也正在于此。正如宋庆龄所

说 :“国民党的失败 ,是我意料之中的 ,因为它敌视

人民 ,反对人民 ,压迫人民 ;共产党取得胜利 ,是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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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 ,因为它代表人民 ,爱护人民 ,为人民谋福

利。”[ 13 ]依靠人民 ,服务人民 ,勇敢地承担起“为民

族与人民求福利”的历史重任 ,共产党才能永葆旺

盛的生命力 ,才能在各种困难面前立于不败之地。

二、发展人民福利事业需要处理好与

经济建设的关系

首先 ,毛泽东指出 ,我们所进行的一切经济建

设都是为了人民的福利。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

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

的决议》中 ,就明确谈到了这个问题。“人民公社

是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 ,而发展生产的根

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经常增

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14 ] 不只是人民公

社生产的目的在于此 ,其他方面的建设与发展最

终目的也不例外。在建国前 ,毛泽东就十分强调

要发展中国的工业 ,说“没有工业 ,便没有巩固的

国防 , 便没有人民的福利 , 便没有国家的富

强”[ 15 ] 。并且 ,毛泽东多次强调“所谓工业为重

点 ,并不是说对目前的民生不加照顾 ,相反 ,是应

当照顾的。”[ 11 ]321 因此 ,在毛泽东看来 ,发展生产

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 ,是为了增进

人民的福利 ,这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工作中所必须

坚持的。毛泽东还一直反对把发展生产同发展人

民福利事业对立起来的观点 ,强调二者是相互促

进的。他认为 ,只有生产的发展 ,才会有生活的改

善 ;反过来 ,只有人民生活改善了 ,福利提高了 ,才

会使人民群众精神饱满 ,心情舒畅 ,用更大的热情

来促进生产的发展。

其次 ,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福利二者必须兼

顾。中国人民饱受战争的创伤 ,长期生活在水深

火热之中。新中国成立后 ,发展国民经济与增进

人民福利成为我们党亟待解决的问题。毛泽东一

贯主张发展国民经济与增进人民福利要统筹兼

顾。他曾批示指出 :“在实施增产节约的同时 ,必

须注意职工的安全、健康和必不可少的福利。如

果只注意前一方面 ,忘记后一方面 ,那是不对

的。”[ 10 ]505在 1953 年夏季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 ,

毛泽东又强调 :“关于改善工人生活的问题 ,我们

的重点必须放在发展生产上 ,但发展生产和改善

人民生活二者必须兼顾。福利不可不谋 ,不可多

谋 ,不谋不行。”[ 7 ]328 毛泽东历来重视发展国民经

济 ,但又从来不偏弃增进人民福利的努力 ,他力求

把重点放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 ,兼顾发展人民的

福利事业。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增进人民福利的

努力与实践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福

利 ,在客观上既安抚了民生 ,又保证了社会的稳

定 ,为新中国的经济恢复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

会环境。

第三 ,人民福利“必须于生产发展、繁荣经济

中求之”。毛泽东一再强调经济发展是福利的前

提 ,不能离开经济发展空谈福利 ,任何不顾经济发

展现状和前途而片面追求眼前福利的做法 ,都是

“左”的偏向。他要求要“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同片面的、狭隘

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

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加以区别。应

当向工会同志和工人群众进行教育 ,使他们懂得 ,

决不可只看到眼前的片面的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

级的远大利益。”[ 3 ]1285 他强调“工人福利问题 ,必

须解决 ,但又必须解决得合乎实际的经济情况 ,不

能太低 ,但又决不可太高”[ 4 ]203 ,“工人之福利必须

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中求之。”[ 16 ] 毛泽东强调经

济发展是实现人民群众福利的前提 ,并不是说我

们的工作就要先发展经济 ,后改善福利 ,而是强调

在兼顾发展生产与改善福利的同时 ,要有所偏重 ,

即要把重点放在发展生产上。

第四 ,发展人民福利事业本身也是经济工作

的重要内容。使生产建设和生活福利事业尽快地

走上健全的轨道 ,一直都是我们经济工作的重要

内容。新中国成立之初 ,全国出现了严重的失业

现象 ,毛泽东对此十分关切 ,他详细地分析了严重

的失业问题的原因 ,即“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

的长期统治 ,造成了社会经济的不正常状态”和

“革命胜利以后 ,整个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在各种不

同的程度上正在重新改组”造成的 ,并着重强调

“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

的救济工作 ,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

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 6 ]392 - 395 毛

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 ,强调经济工作中必须处

理好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之间的关系 ,认

为三者都必须兼顾 ,要在党和政府统一领导下 ,在

生产发展的基础上 ,适当提高工人的集体福利和

工资 ,并且使农民也能够得到福利。此外 ,毛泽东

和党中央在领导全国经济工作时还涉及到了对劳

保福利制度、职工福利待遇、农民公益金、工人福

利费等问题的研究。总之 ,在毛泽东看来 ,发展人

民福利事业本身就是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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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党给予重视。

三、发展人民福利事业就是要使人民

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首先 ,发展人民福利事业就是要使人民生活

有所改善。为人民谋福利 ,集中体现了我党执政

为民、关注民生的执政精神与特点。人民福利能

不能改善 ,在多大程度上发展与改善是关乎民生

的一个重要内容 ,是衡量工作成效的一项重要指

标。社会主义优越性就体现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上 ,而发展人民福利事业就是要使人民生活水平

有所提高。党领导人民创造自己的福利事业 ,党

为人民谋福利 ,党和群众共创福利的过程 ,升华了

党群关系 ,使党能够与人民群众鱼水相融。

其次 ,党要关心人民的生活 ,团结广大人民群

众。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毛泽东就指

出 ,“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 ,都是我们应当注

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 ,解决了 ,

满足了群众的需要 ,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

组织者 ,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 ,热烈地

拥护我们。”[ 17 ]事实证明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对于

党的教育意义是深远的。曾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

书记的王任重在一次讲话中就谈到 ,“关心群众生

活 ,注意工作方法 ,这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毛主

席早在 1934 年就以此为题目 ,写了一篇著名的文

章。(指《关心群众生活 注意工作方法》———本文

作者注)到现在 ,我们每一次读到这篇文章 ,都受

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18 ] 毛泽东在致力于改善人

民福利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过程中 ,还一再强

调 ,全党要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正确处理好长远利

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尤

其是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毛泽东强调要正确处

理好公私关系、劳资关系 ,要向人民群众讲明目前

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必要性 ,要教育工人群

众把维护生产和发展生产当成自己的责任 ,暂不

要提出过高的工资和福利要求 ,要注意工人阶级

的远大利益和整体利益。

第三 ,发展人民福利事业要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毛泽东在着眼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 ,

更多地是强调人民在发展福利事业中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早在解放战争时期 ,他就发出警告 ,“城

市一经由我们管理 ,就必须有计划地逐步解决贫

民的生活问题。不要提‘开仓济贫’的口号。不要

使他们养成依赖政府救济的心理。”[ 13 ]1324 人民的

福利还需要人民自己去办 ,社会主义人民福利事

业的进步更多的还是要靠人民自身的努力和创

造 ,这是毛泽东在理论探索和实践中得出的结论。

中国的福利事业是人民的大众的事业 ,而不能仅

仅是由国家包办的福利。他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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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生产的深度和

广度进军 , 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

业。”[ 4 ]457鼓励、引导和帮助人民创造自己的福利 ,

是中国发展福利事业的必由之路。

第四 ,发展人民福利事业 ,尤其要重视农民的

福利。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 ,也

是经济建设 ,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因此 ,在关心

人民福利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上 ,毛泽

东尤其重视农民的福利 ,努力提高农民的生活水

平。他指出 ,斯大林的一个重大错误 ,就是“对于

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

注意”[ 19 ] 。毛泽东强调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认

真考虑中国农村农民现状 ,不盲目照搬苏联模式 ,

要重视中国农业发展和农民福利。毛泽东的这一

思想 ,得益于他长期的农村调查研究工作和实事

求是的精神。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大大减轻农民负

担 ,在遭受春荒夏荒和穷困的偏僻地区“必须认真

减免农业税”[ 11 ]198 ,认为这是个极端严重的问题。

除此之外 ,他还大力赞扬“赤脚医生”,强调要把医

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勿庸置疑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也存在着一定

的局限性。比如 ,毛泽东为人民谋福利的思想在

一定程度上还只是停留在理论的层面 ;由于生产

力发展水平的限制 ,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福利还只

是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 , 所提供的只是一种低水

平的福利。尽管如此 ,毛泽东为人民谋福利的思

想仍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也有重要的启迪。它为我国发展完善的现

代福利制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尤其是毛泽

东提出的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的思想 ,以及发展

人民福利事业的特色思路仍值得我们研究。为人

民谋福利体现了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 ,也反映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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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蒋介石的民众观包含着矛盾的地方 ,既有其

较理性的一面 ,而更多的是它的局限性。这使他

无法得到民众的真心拥护。因此 ,当内战之火重

燃 ,蒋介石需要民众的时候 ,也总是得不到民众的

支持。1936 年毛泽东在延安回答美国记者埃德

加 ·斯诺有关革命、农民和土地问题的提问时说 :

“谁能解决土地问题 ,谁就会赢得农民谁赢得了农

民 ,谁就会赢得中国”[ 8 ] 。蒋介石民众观的局限性

使他没有赢得民众的支持 , 由此成为他遭到彻底

失败的原因之一 ,这是蒋介石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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