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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小平的民本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张 立 群
（中国石油大学 胜利学院；山东 东营 ２５７０９７）

［摘　要］邓小平的民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结晶。邓小平
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批判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益的成分，形成了他的人民利益至上性、

富裕人民、主权在民、依靠人民的民本思想。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邓小平的这些民本思想

有着极其重要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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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未写出民
本学专著，但在他宏富而深邃的理论体系中蕴含着一

套严整而又科学的民本观，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

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运用这套民本

观去观察世界、评价事物、塑造人生和改造社会。邓

小平的民本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以人类最

先进的共产主义的思想为基调，同时又批判地继承历

史遗产，吸收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认

真研究和继承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加强党的建

设，更好地践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邓小平民本思想的理论渊源

邓小平的民本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吸

取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精华，继承了毛泽东民本思

想的基本内容，并在克服了毛泽东民本思想中的理

想主义成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实际而

形成的。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是邓小平民

本思想的思想渊源

所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就是主张以民

众为社稷之根本，并以民众为发政施治之基础与标准

的政治学说。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占

有突出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最早见于

《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所谓“民惟邦本”，就是承认“民”是社会和国家物质

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如果离开了他们，国计民生都无

从谈起。“民惟邦本”的理念在早期国家的一个显著

体现，就是“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秦汉以降，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民本思想始终是

官方的重要理念。这是因为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大都

深深懂得人民在国家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

地位和作用，因而，他们都把自己装扮成民众的代表

者和保护者。这一点在唐太宗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

他曾经对大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

姓以奉自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又说：“可

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

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贞观政要·君道·政

体》）封建统治者把民众视为邦国之本，并不是一种

虚伪的道德说教，而是基于期望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

需要。但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以阶级剥

削为前提的，民本思想与这种剥削制度有着天然的矛

盾，这就决定了民本思想必然由于与封建主义的统治

“二律背反”而受到种种限制，并且最终变成一种根

本无法实现的政治呓语。两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

的政治生态，实际上是对民本思想的无情嘲弄和践

踏。但它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却产生了一定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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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民惟邦本”这个思想命题在近现代中国被注

入了新的理论内容，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思想

武器。

中国古代传统的民本思想虽然有其历史的局限

性，但其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合理因素，这些合理因素

被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邓小平所吸收，使其发展

成为他民本思想的思想渊源。

（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毛泽东的民本思

想是邓小平民本思想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

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

锋队，它不仅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全体劳

动人民的利益。这是共产党不同于历史上一切其他

阶级政党的最根本的特点。

正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中国共产党

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为了谁”、“依靠

谁”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

中国的大多数人作主”。［１］“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

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

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

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

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

机关 负 责 的 一 致 性；这 些 就 是 我 们 的 出 发

点。”［２］１０９４１０９５因此，“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

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

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２］１０９６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

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定为党的宗旨。

邓小平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不仅深受毛泽

东民本思想的影响，而且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新时期，在理论和实践上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

克思主义的民本思想，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独具特色的

民本观。

二、邓小平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的民本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一）强调人民利益至上的思想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这

是邓小平民本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为绝大多数人谋

利益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思想。毛泽东进一步把人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切言行的出发

点、目的和归宿，并把其作为道德评价的最高标准。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对社

会生活中的各种重大问题进行价值评判时，也始终坚

持人民利益的至上性。人民利益是邓小平在任何时

候都坚持的主题。邓小平从人民是社会主义财富的

创造主体，同时又是社会主义财富的最大受益者的思

想出发，反复强调：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

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在邓小平排定的社会群体价值

序列表中，人民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一再强调，

在改革开放中，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得人心”，“取

信于民”，都要“能向人民交代”，要以“人民拥护不

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根据。

（二）致力于富裕人民的思想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民本思想主要是关

注“民生”。邓小平根据唯物史观，吸取中国古代的

富民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中国要走共同富裕的道

路，应高度重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富裕、国

家富强是邓小平极其关注的两大问题，为此，他指出：

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

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致富不是罪

过，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

共同富裕。

邓小平所提出的改革开放理论、“三步走”发展

战略、“三个有利于”标准以及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

识都充分体现了他的富民思想。他多次指出，我们改

革的总目标就是为了使中国消灭贫穷，走向富强，消

灭落后，走向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

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

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

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

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３］在这

里，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增加人民的收

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

的就是为了人民群众，对生产力发展的目的的主体的

唯一性作出了不容置疑的规定，明确肯定了人民群众

的历史地位。邓小平一再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

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４］“发

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５］

如果让私有制及其相应的分配方式占主体地位，在中

国的具体国情下，生产力既不能得到解放，也不能得

到发展。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就连想要发展起

来也不容易。所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

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改革开放使人民走上了富裕之路，邓小平兴奋地

说，我们说现在的政策行之有效，就是国家兴旺起来

了，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情。“翻身

５４



不忘毛主席，致富不忘邓小平。”这是人民的心声。

（三）主张扩大民权、主权在民的思想

邓小平主张扩大民权、主权在民的思想，就是给

人民群众以真正的民主权利，就是让人民当家作主，

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古往今来，

不少剥削阶级的执政者也深明“水能载舟，亦能覆

舟”的道理，为此，他们强调“居安思危”，也不断地书

写“盛世危言”，以此警示当世，昭示后人。但传统的

中国民本思想是在承认皇权至高无上的前提下来观

照“民”之为“邦本”的，因此，这种内在矛盾注定了它

是口惠而实不至的。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传统比

较多，民主法制观念比较少。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

上，邓小平认为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

律化，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才能真正使人民成为

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使“民为邦本”成为现实。为此，

他主张：

首先，民主必须制度化，这样才能肃清封建残余

的影响，使人民当家作主获得永久性的保障。他认

为，肃清封建残余的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和完善党

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

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

进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发展。

其次，民主必须法律化，通过法律来保障民主的

最高权威。他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

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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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最后，要建立切实有效的监督机制来保证任何权

力都接受制约。这样可以防止形成特权阶层，从而有

效地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异化，遏止腐败现象的滋长和

蔓延，更好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邓小平关于民

主法制的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他对人民民主权利的

高度重视和浓厚的民本情节。

（四）主张依靠人民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

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邓小平的民本思想继承并发

扬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

的。人民群众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主体，是历史进步

的源泉。在当今则是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和力量的源

泉，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决定力量。改

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多次重申和强调坚持群众观点和

群众路线，他指出：“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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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

己的各项任务。”［７］他告诫全党，越是困难的时候，越

要关心和依靠群众，要坚持把依靠人民群众作为我们

事业取胜的根本保证。

总之，邓小平的民本思想极为丰富，以上仅就其

主要方面进行了概述。邓小平的民本思想是马克思

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中国传

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和超越，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又

一极其宝贵的思想财富。

三、邓小平民本思想的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雄辩地证明，没有千百万人民

群众的支持和牺牲，就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辉煌胜

利；没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创造，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就不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认真总

结和贯彻邓小平的民本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和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的民本思想指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政权存在的现实性、合

理性都取决于进行物质生产的劳动群众的物质力量

和精神力量的发展。执政者的活动，一旦超出劳动者

的物质活动所需要或所允许的界限，就会由“必要

的”变成“多余的”，迟早要被人民群众所抛弃，劳动

群众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８］世界范围

内许多政党失去政权，尽管原因复杂多样，但归根结

底，还是因为脱离了群众。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

伟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既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设

计出具体的路径，世界上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套

用。这项伟业需要我们自己去摸索，需要千千万万的

普通工人、普通农民和普通知识分子去实践、去创造、

去总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党的

领导，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基础力量

和依靠力量则是广大人民，否则党的领导就成了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

建设的决定》指出，既要充分发挥包括知识分子在内

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根本力量的

作用，又要鼓励和支持其他社会阶层人员为经济社会

发展积极贡献力量。因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进程中，我们必须坚持邓小平的民本思想，毫不

动摇地继续坚持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的思想。

（二）邓小平的民本思想是加强和改进党的作

风，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武器

国以民为本，党以民为基。如何对待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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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

的基本原理，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邓小平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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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经验证明，什么时候我

们坚持了党的群众路线，我们的事业就会胜利，反之，

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失败。在新时期，江泽民指出，中

国共产党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就是要把党

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胡锦涛指出：

“只有深刻认识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力，真诚代表中国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

民，我们党才能得到人民的充分信赖和拥护，才能无

往而不胜。”［９］目前，确实在少数党员干部身上仍然存

在着违背人民群众利益的现象，对人民的疾苦关心不

够，这些腐败现象，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危害党的

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尽快加以解决。因此，

在新的历史时期，只有始终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

共产党人的民本思想为指导，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

义的群众路线，才能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使

党永葆先进性，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

强领导核心。

（三）邓小平的民本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强大理论武器

以民为本既是邓小平民本思想的精髓，也是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基础，而人与人的和

谐则是目的和归宿。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理想社会

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人的精神生活高度发展的

社会，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和

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

邓小平民本思想中所阐述和强调的人民利益至

上的思想、富裕人民的思想、扩大民权和主权在民的

思想、依靠人民的思想，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本质、发展动力、政治保证、依靠力量和发展规律有

了更清醒的认识，使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具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我们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全面地坚持邓小

平的民本思想，必须把以人为本贯彻始终，把实现最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最高

标准，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

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综上所述，邓小平的民本思想既包含中国传统文

化中“民本”思想的精华，又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观进行了创新，使之具有了新的内涵，并成为邓小平

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邓小平留给中国共产党的

宝贵精神财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进一步加深对邓小

平民本思想的认识，正确把握“以人为本”的精髓，开

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又

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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