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 人 民 物 质 富 裕 为
本——大力发展生产力

改革开放之初，社会百废待
兴，人民缺吃少穿。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
提高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作
为奋斗目标。提高人民群众物
质生活水平，实际上就是关注
人，特别是关注人民群众的物质
生活，这是以人民富裕为本的基
本价值追求。

以人民物质富裕为本，有其
哲学基础。改革开放初期，我们
坚持以人民富裕为本，既合规律
性又合目的性。马克思指出人
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就是“需要
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构成了人的最基本需要，只有最
先满足这些需要，人才能真正生
存下来。而已经得到满足的第
一个需要本身又会引起新的需
要，新的需要不断取代旧的需
要。以人民富裕为本的价值追
求，是建立在改革开放初期人的
生存和发展需要基础之上的，是
人们对衣食住行及其他一些东
西的迫切需求的基础上提出的，
也是以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为
基础的。

以人民物质富裕为本，以社
会主义本质为根据。在改革开放
初期，把实现人民富裕作为基本
价值追求，是由社会主义本质决
定的。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
义不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社会
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地方就在
于能够实现更多人的富裕。社会
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中
国共产党人所实现的富裕是广大
人民群众的富裕，而不是少数人
的富裕，这便体现了社会主义为
人民大众的价值立场。

以人民物质富裕为本，有其
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据。社会主
要矛盾，实际上表达和体现的是
人民群众的需求状况，是一个社
会的整体发展水平，是社会发展
状况与人的需求发展状况及其
二者之间关系状况。改革开放
之初，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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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意味着：由于
受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即
落后的社会生产的制约，人民的
需求层次只能限于“物质文化需

要”，而且当时人民群众的需求
状况总体上也只能定位在“物质
文化需要”上。用大众化的语
言，这种“物质文化需要”主要还
是“物质需要”，这种“物质需
要”，就是实现人民物质富裕。

以人为本——使全体人
民共享发展成果

随着物质生产力水平和人
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物
质财富不断积累，人民温饱问题
总体上得到解决。但与此同时，
一些新的问题也暴露出来了：在
人和自然的关系上，片面追求
GDP 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了
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生态失衡
等，自然环境遭到一定程度上的
破坏，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出现某些紧张的
局面。因此，这一历史时期，中
国共产党人立足于新世纪中国
发展的新情况，提出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目标，实施可持续发展
战略，坚持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
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等。这些新理念新战略，虽然在
内容和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本
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在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中，
针对“以物为本”，始终坚持以人
为本的价值取向，坚持人本身的
价值地位。

以人为本，使全体人民共享
发展成果，有其哲学基础。改革
开放初期，生产力水平落后的社
会现状迫切要求我们解放和发展
生产力，但当时人们对生产力中

“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的内涵
与关系认识并不准确全面，结果
导致社会发展出现了“见物不见
人”的倾向，把“物”单纯等同于生
产力本身，对生产力的追求，对人
的富裕的追求，变成了对“物”的
追求。因此，过分开采自然、浪费
资源，片面追求 GDP 的增长速
度，而忽视了人的作用与人的发
展。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彻底打
破了以物为本的窘境，也使人的
主体能力与作用逐渐凸显出来。
我们也逐渐认识到，要想推进科
学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将生
产力中“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
有机统一起来。“物的因素”要求
我们必须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
律，而“人的因素”作用的发挥要
求我们尊重并彰显人的主体性地
位与价值，符合人的尺度与人的
发展规律。

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不是
对以人民富裕为本的否定，而是
对它的继承与发展。首先，从实
践背景来看。二者虽然是中国
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价
值追求，但都是各自实践发展的
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其价值追
求自然具有历史传承性。对人
民富裕的价值追求立足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初期，而对以
人为本的价值追求产生于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推进发展时期，但后者是建立
在发展初期取得成就的基础的，
没有人民富裕的基础，何谈以人
为本。其次，从各自内涵来看。
以人为本的内涵更加丰富，它不
仅包含着继续实现人民富裕的
价值追求，而且还包含着对人本
身发展的尊重，对人的主体地
位、价值地位的自觉，对全体人
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强调等，还内
在蕴含着实现价值的方法更加
科学，要更好的处理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最
后，从实现价值的方式、方法上
来看。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要
求推进科学发展，在一定程度
上，这要比为了追求人民富裕而
片面追求物质财富的积累与经
济发展更加科学、更加全面。

以人民为中心——使人
民过上美好幸福生活

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精髓和灵
魂，具有文本依据。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
的梦想，我们称之为“中国梦”，
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
振兴、人民幸福。

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具有非
常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华民
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历史
性成就为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追求
的跃升，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新时代，
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
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

以人民为中心，是解决新的
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要求。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
国发展步入新的历史方位，社会
主要矛盾历史性地转化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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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主要矛盾内在要求中国共
产党人要通过解决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由此，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已被
确定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

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物质财
富极大丰富，生产力水平有了显
著提高，人民的温饱、总体小康
问题得到了稳定解决，广大人民
群众对物质富裕的追求变为现
实。同时，新时代人民群众的主
体意识不断增强，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与日俱增，不仅包括对
物质文化的需要，还有对公平正
义、民主法治、安全环境、社会秩
序的需求。然而另一方面，我国
生产力水平虽然总体有所提高，
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
日益突出，成为影响人民美好生
活需要的制约因素。因此，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要更好
地解决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就内
在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把以
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贯穿于
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
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全过程、
全领域，在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的同时，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在继续满足人民
群众物质文化需要的同时，更好
地为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而奋斗。（来源：5月 27日
《光明理论》作者：中央党校专
家工作室领衔专家、一级教授
韩庆祥，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博士赵聪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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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
年，全国两会肩负着谋划部署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的重要使命。纵观两会，无论是习近平总书记下组团讲
话，还是“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处处彰显着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

以人民为中心，这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价值关系
的高度凝练，在这种关系中，人民群众是作为终极目的而存
在的，也是作为价值需求而存在的，而中国共产党人是作为
价值追求的主体而存在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
人的价值追求可分为四个阶段，简要表述为：使人民当家作
主—以人民物质富裕为本—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人
民当家作主，很好理解，这里着重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
产党人价值观的历史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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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演进与价值
韩庆祥 赵聪聪

【【专家学者看两会专家学者看两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