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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百年民生建设
实践的逻辑及其当代意义

李咏梅，黄瑞英
南京邮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

　 　 摘　 要：回溯百年，中国共产党揭开了中国民生建设的大幕，引领了中国

民生建设的百年变革。 中国共产党百年民生建设的实践体现为三大逻辑，即
民生建设的进路逻辑、人民立场嬗变的逻辑、民生观念的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

相生相长的逻辑。 这三大逻辑紧密相连，在党百年民生建设过程中相生相伴。
党百年民生建设实践的逻辑启示我们：新时代新阶段高水平民生建设必须立

足中国的民生现实，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

民生思想“中国化”、传统民生思想“现代化”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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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回溯百年中国，中国共产党点亮了中国民生的

希望，揭开了中国民生建设的大幕，引领了中国民生建设的百年变革。 百年来，中国共

产党立足于现实的民生需要、坚定人民立场、坚持民生观念与时俱进，不断满足不同领

域、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民生需求，推动我国民生建设从经济民生、政治民生、文化民

生、社会民生向生态民生不断扩大，民生建设水平不断提升，民生福祉不断增进。 党百

年民生建设的实践体现为三大逻辑：民生建设的进路逻辑、人民立场嬗变的逻辑、民生

观念的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相生相长的逻辑。 这三大逻辑始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

党百年民生建设过程中紧密相连、相生相伴。



一、立足“现实的民生需要”的进路逻辑

民生作为人类发展永恒的主题，在《辞海》中的解释为“人民的生计”，在本文中指的

是与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有关的需求，既包括人们追求的生存条件，又包含人们追求的

生活质量。 民生的实现过程是人满足需要、争取解放、实现自由与全面发展的历史过

程。 民生需要是人类前进的动力，包括生活的需要、生存的需要和发展的需要。 民生需

要的层次性和发展性决定了民生建设内容的丰富性，是否立足于“现实的民生需要”决
定了民生建设的成功与否。

在中国民生建设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一个关键节点。 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的中国，被剥削阶级有获得经济和政治权利的现实需要，但这种需要的满足

只有通过阶级斗争，特别是革命的形式才能得以实现。 正如马克思所讲的，“至今，一
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１］２０８“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

有关” ［２］２９。 近代以来的中国，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使被剥削阶级

获得经济和政治权利的需求日益紧迫。 各阶级为救国救民寻求各种“药方”，进行各

种探索和努力，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其根本原因在于，各阶级的努力都脱离了当时中

国“现实的民生需要”，而立足“现实的民生需要”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民生建设成功的

进路逻辑。
１．立足“现实的民生需要”，中国共产党得以诞生。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决

定了要满足“人的需要”必须首先实现人民的解放。 当时中国“现实的民生需要”就是有

一个在正确理论指导下的政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即在先进政党的领导下通过革命的

形式来实现无产阶级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目标。 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立足

中国的民生实际，理性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为必然。 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彻底的革命只能是彻底需要的革

命” ［３］４６２。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众对政治权利的需求不断被激发并日益强烈，直
至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为了国家的主人，中华民族真正实

现了解放，人民寻求解放的愿望才得以实现。 这一切为人的物质、精神文化需要的满足

提供了前提。
２．立足“现实的民生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民生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新中国成立

后，百废待兴，党和政府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积极实施了一系列措施，选择了

适合中国民生实际需求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民生得到极大改善。 “一五计划”提

前完成，民生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人们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 需要刺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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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不断发展，生产也不断创造新的需要。” ［４］１３７毛泽东提出，革命胜利后的主要任

务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后来，由于极“左”思想的泛滥，中共八大

提出的正确路线没能坚持下去，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脱离了民生建设的轨迹，导致

了长达十年的曲折发展。
３．立足于“现实的民生需要”，新时期我国民生建设突飞猛进。 在 １９７８ 年召开的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果断停止了“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

济建设上来。 邓小平说：“一定要关心群众的生活，这个问题不是说一句话就可以解决

的，要做许多踏踏实实的工作。 比如钢铁工人劳动那样重，而蔬菜、肉类缺，基本条件都

保证不了，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具体地去研究解决。” ［５］２７１９８１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

出，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人民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不断得到满足。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

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关注人民不断增长的现实需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满

足人民群众的多样性需要。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

说：“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

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 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 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

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６］２９４在党的十七大报

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
重要理论，指出要“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要“促
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
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７］４８３。 这一时期，我国民生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

就，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
４．立足“现实的民生需要”，新时代民生建设实现质的飞跃。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明

确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党和政府的主要奋斗目标。 立足于这一奋斗目标，
我国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民
生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

立足“现实的民生需要”是党百年民生建设的进路逻辑，是民生建设不断取得进步

的前提；立足“现实的民生需要”是贯穿党百年民生建设的一条主线，只有遵循并牢牢把

握这条主线，才能把我国的民生建设推向更高的水平。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这是党百年民生建设逻辑的基本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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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民立场的嬗变逻辑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 ［８］４０，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宗旨的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民生建设的根本立场。 坚持人民立场、立足“现实的民生

需要”，二者在党领导民生建设中相生相伴。 只有坚持人民立场，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到

立足“现实的民生需要”进行民生建设。 “人民立场”贯穿于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

来”再到“强起来”的各个时期，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体现。
１．“为人民服务”是党民生建设中人民立场的最根本体现。 毛泽东从人民的立场出发

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将其升华为党的根本宗旨。 人民立场要求党要坚持一切为

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 党的民生建设

是否有效就是要看是否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否以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和满

足为最高标准。 “为人民服务”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力量等根本性问题。
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从人民的立场出发，明确提出为群众谋利益是共产党人

的出发点和归宿，并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９］１０３１以毛泽东

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成功

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社会主义改造，人民的主体地位在民生解放和民生建设中得

到了极大体现。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把“为人民服务”思想进一步发展为“三个有利于标准”。

立足人民立场，党不断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

水平，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民生建设呈现新局面。 进入 ２１ 世纪，
江泽民同志把“为人民服务”上升为党的建设的原则和目标，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关键性问题，指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
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之所以能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

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也

正是党能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根本所在。
２．“以人为本”是我党在民生建设中对人民立场内涵的丰富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后，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

本”，“就是将人民群众当作社会主体，视为社会的真正主人” ［１０］。 “以人为本”的提出更加

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以人为本”更强调人民

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主张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所共享，主张

发挥每一个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人为本”倡导一种新的社会风尚，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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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人为本”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根本。 人民

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在改革开放后，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邓小平在人民的

“社会主义标准”之外增加了“爱国主义标准”，江泽民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新

概念，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以人为本”“人民主体地位”等理念。 “以人为本”中的人民指的

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

者。 “以人为本”内涵丰富，包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文关怀、人文精神等。 以“以人为

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权益，是一种发展观

念、价值取向和评价尺度，并推动我国民生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
３．“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我党民生建设对人民立场的升华，是坚持人民立场的价

值根基。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相比

于“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以人为本”的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着更丰富的

内涵：“奋斗目标奔人民而去（目标主体观），手中权力为人民所用（权力主体观），根本利

益为人民所谋（利益主体观），工作好坏由人民评定（评价主体观），心中位置数人民最高

（价值主体观），人民和干部是主仆关系” ［１１］。 因此，“以人民为中心”凸显出人民至高无上

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回答了“以什么人为本”“如何以之为本”等重要问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人民

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归，并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将人民

立场落到实处。 立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政府为满足新时代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民生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推动

民生福祉向新水平迈进。
从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到邓小平提出“实现共同富裕”，到江泽民提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到胡锦涛提出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人民立场。 从党

百年民生建设实践中人民立场的嬗变逻辑可见，是否坚持“人民立场”直接关系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直接关系到“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第二个百

年目标和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三、民生观念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相生相长的逻辑

党百年民生建设演进的实质就是民生观念现代性获取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以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为主导、立足“现实的民生需要”、以人民立场嬗变为基础的民生觉醒、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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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解放、民生发展次第展开的历史逻辑。
１．党百年民生建设表现为民生观念现代性不断获取的进程。 一方面，民生实践的推

进和延伸使民生观念不断推进和延伸；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现代性不断发展。 自中国共

产党诞生以来，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是现代性因素不断增加的过程。 中国

革命是追求现代性的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是追求现代性的社会建设。 从民生立场看，表
现为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中国化、传统民生思想现代化；从民生使命看，表现为不断满

足现代化过程中日益增长的多样民生需求；从民生观念看，表现为革命时期革命化的民

生观、建设时期工业化的民生观、新时期“两个文明”的民生观、“三位一体”的民生观和

“四位一体”的民生观，以及新时代“五位一体”的民生观。 我国民生观念的演进历程是

“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规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１２］１０１，其中充满了曲折和挑战。
２．党百年民生建设还表现为中国现代性不断提升的进程。 这一进程，在经济发展层

面表现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在政治层面表现为政治越来越公平

高效、民主程度不断提高和民众政治意识不断增强；在文化层面表现为文化发展的繁

荣、积极健康向上和民众观念的革新；在社会层面表现为社会面貌的不断改善和优化、
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和社会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在生态层面表现为环境污染治理成

效显著、环保立法不断加强、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的生活方式正在形成。 “现代性

的中国道路既不是原初马克思主义现代观模版的简单跨界平移，更不是西方现代化的

翻版，而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现代性道路。” ［１３］

３．民生观念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是统一的，民生观念现代性的进程与中国现代性的

进程也是统一的。 二者统一于民生建设实践中，民生建设实践是民生观念的源泉，是中

国现代性演进的基础。 民生观念现代性和中国现代性是我国民生建设实践在不同层面

的图景，中国现代性是实体图景，民生观念现代性是观念图景。
中国现代性的发展为民生观念现代性的获得提供物质基础、实践条件和现实依托。

民生需要是民生观念演变的推动力，中国现代性的进程为民生观念现代性提供了物质

基础。 因此，真正的民生观念是对中国民生现实的准确认知和观照，任何脱离中国民生

现实的民生观念都会导致错误。 民生观念现代性是中国现代性的灵魂、先声和引导。
观念具有前瞻性，民生观念来源于民生实践又高于民生实践，是对中国现代性进程的理

性凝视、抽象概括。
民生观念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二者构筑起百年中国民生建设的“双翼”。 革命化

的民生观、工业化的民生观、“两个文明”的民生观、“三位一体”的民生观、“四位一体”
的民生观、“五位一体”的民生观，每种民生观念都是其所在时期和阶段的民生建设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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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指引。 民生观念出现偏差，中国的革命、建设就会发生偏差，遭遇挫折。 百年中国的

民生观念与百年中国的民生建设相生相长，民生观念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相生相长，这
是主导中国民生建设百年变迁的核心逻辑之一。

四、中国共产党百年民生建设实践逻辑的当代意义

回溯百年，从民生觉醒、民生自觉到民生自强，中国民生观念引领中国民生建设谱

写了一幅辉煌的百年历史画卷。 总结党百年民生建设实践的逻辑，对于处在“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中、开启“十四五”发展新征程和展望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中国来说具

有重要意义。
１．新时代新阶段民生建设要立足中国现实。 从国际格局看，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中的中国，既面临发展机遇又面临各种挑战，疫情之下国际局势变化扑朔迷离，
党和政府唯有立足于民生利益，充分发挥我国的民生优势，才能敏锐地抓住复杂国际格

局中的发展机遇，巧妙地应对来自国际社会的各种挑战。 从国内所处的发展阶段看，我
国处在开启“十四五”发展新征程、展望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的新阶段，面临更加复杂多样的民生需求。 对此，我们既要立足于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这一民生现实，又要

立足于变化中的复杂民生需求这一现实基础，积极调研、敏锐研判、准确把握最真实的

民生需求和民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高新阶段民生建设的效率。
２．新时代新阶段民生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新阶段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进行高质量民生建设，是党百年民生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逻辑的根本启示，是民

生实践进程推进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必然结果，是从历史和理论上穿透百年中国民生发

展历程的基本启迪。 “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
贯穿于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是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根本出发点和

落脚点。 为此，新时代进行高水平民生建设，需要积极深入准确地把握人民最真实的需

要并主动回应人民在各方面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需要充分激发人民主体的内生力量，发
挥人民在社会主义民生建设中的主体作用；需要健全人民参与对权力进行监督的机制

和人民参与对民生建设成效进行评价的机制；需要完善共享发展机制，提升发展成果由

人民共享的质量；需要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协调处理好“五位”之间的关系，为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以人民为中心”的贯彻落实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

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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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１４］。

３．新时代新阶段民生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中国化”、传统民生思

想的“现代化”立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民生思想中国化的理

论创新成果。 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中国化，保持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实

践性、时代性和开放性，才能使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为主导的民生观念始终立于

时代前沿和实践前沿，始终发挥引领我国民生建设的作用，始终作为引领社会发展的方

向标；只有始终坚持传统民生思想“现代化”，才能把传统民生思想转化为中国民生理论

的资源，才能与不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进行对接、融合。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指出的，“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 我们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 ［１５］。 中

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民生思想为中国共产党民生观念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积淀着

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 ［１６］，新时代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中国化”、传

统民生思想“现代化”的立场，才能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生建设理论，更好地

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生建设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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