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9卷第5期 2008年 1O月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Social Science Edition) V01．9 No．5 
0ct．2008 

论邓小平对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肖 明，刘镇江① 

(南华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湖南 衡阳421001) 

[摘 要] 经济伦理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伦理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 

总结了历史经验，继承和发展 了毛泽东的经济伦理思想。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重温两位伟人的经济伦理思想，对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规范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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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伦理思想中有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 

想。二者都以为人民群众谋利益、集体主义原则等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但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不同以及经济体制等方面的不同，二者对一些经济问题有不 

同的认识。邓小平的经济伦理思想是对毛泽东经济伦理思 

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在改革开放 3O年之际，重温两位伟 

人的经济伦理思想，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 

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规范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 

(一)人民利益——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的根本原则 

毛泽东根据“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一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谙道德作为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意 

识，是由一定政治经济所决定并为其服务的。以往一切剥削 

阶级的道德观都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无产阶级作为新 

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 

最伟大的阶级，它以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为最终目的。这就决定了它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最大 

利益的忠实代表者 ，从而也决定了无产阶级的道德观必然从 

本质上区别于历史上其他一切道德。所以毛泽东指出“为什 

么人的问题 ，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毛泽东从人民立场出发， 

率先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口号。 

在义利关系上，毛泽东从义利统一观出发 ，否定了中国 

传统文化 中的重义轻利思想，提出了利是义的基础，不存在 

着超利益的道德观念，不存在超阶级的功利主义。他提倡的 

是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这种无产阶级功利主义是以广大人 

民群众长远利益，强调人民利益至上为目标。毛泽东说：“我 

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 

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 
一 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大和最长远为目标的革命 

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的和目前的狭隘功利主义 

者。” 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是基于无产阶级的解放 

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基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为人民群众的最大 

利益而奋斗的宗旨，主张把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 

统一起来，既考虑照顾群众的目前利益，也不能损害群众的 

未来利益，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使人民群众得 

到真实的利益。毛泽东指出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 

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 自己的 

利益而奋斗。” 因此，为广大群众谋取最大的利益并为每 
一 个人获得公正的社会待遇，这就是无产阶级功利主义的基 

本内涵。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 ，毛泽东经常教育共产党 

员，要为推翻剥削 阶级的统治，改造社会，为“人 民自由幸 

福”而战斗 ，要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幸福。在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把重心转到社会主义制 

度的巩固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 

国家而艰苦奋斗 ，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的幸福生活。但必须指 

出的是 ，毛泽东决不是用“小恩小惠”去换取对他 自身的“有 

用”，而是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种杠杆 ，也是作为最终的 目 

的。给人民以福利(眼前利益)—— 调动人民群众 的积极 

性—— 争取实现更大的利益(长远利益)，这就是毛泽东“功 

能性利益思想”的公式。在这里 ，毛泽东指出的无产阶级功 

利主义 ，归根到底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经济伦理思想 

的各个侧面也正是以此为基础而展开的。 

(二)集体主义——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 

集体主义是一种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基础来调节个人利 

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关系的价值观，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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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在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上的反映。因此，毛泽东多 

次强调集体主义，并把它看作无产阶级道德观的基本原则。 

革命集体主义的原则是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来的，并 

把这一原则看作共产党员一切言论和行动的出发点。进入 

社会主义时期，他把革命集体主义发展为社会主义集体主 

义，以此“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 

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 

会主义精神。” 毛泽东在对待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国家 

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上，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强 

调统筹兼顾各种利益。他认为在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前 

提下，实行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相统一的原则，做到 

“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 

里，国家、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集体幸福同个人幸福是基本 
一 致的。集体主义原则要求把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放在第 

一 位，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 

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同时，集体是由个人组成， 

整体利益不能脱离个人利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间应统 

筹兼顾。毛泽东在讲到抗美援朝与人民生活的关系时说：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 

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 

政 ，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 ，不兼顾是错误的。那 

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放在大仁政上。” 毛泽东 

对集体主义原则的这些论述使共产主义道德范畴更加丰满 

和完备。 

(三)勤俭节约——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的消费原则 

消费是社会生产、再生产过程的重要环节。人们的消费 

既受生产的制约，也受道德观念的影响。在消费伦理上，毛 

泽东继承了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在革命战争时 

期 ，他与战士同甘共苦，并指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 

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 

的犯罪。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干l】革命事业 ，为着我们的 

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 1952年，针对一些 

人蜕化变质，他领导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 

“三反”运动。毛泽东的勤俭节约思想贯串于生产过程的每 
一 个环节。他在 1955年《勤俭办社》一文的按语 中指出： 

“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勤 

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 

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 

是节约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l6 由 

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资本原始积累严重不足。为了集中力 

量搞好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问题》一文中就专门讲到：“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 

但是我们还是一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 

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要使全体干 

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 

一 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 

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问，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二 邓小平对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一)共同富裕——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目标原则 

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的基础上，总结了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并根据改革开放的新 

实践，进行了发展和创新，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三 

个有利于”标准，从而使其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价值目标更 

加明确和具有实践性。 

邓小平的经济伦理思想是建立在经济和道德统一的基 

础上的，他没有就经济讲经济，也没有离开经济讲道德。在 

他看来，主体的经济活动既要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也要 

符合人的发展目的性；道德的提升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 ，没 

有经济支撑的道德是不现实的道德。经济与道德不是对立 

的，而是相融和统一的。在他讲到社会主义政治领导的成果 

时强调，“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 

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在谈到思想道德教育与经济的关系 

时指出：“物质是基础，人民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 

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_9 可以说 ，邓小平的经济伦理思 

想是在经济发展基础上求善的伦理学，最鲜明地体现邓小平 

伦理思想这一特点的就是他的共同富裕思想。在邓小平的 

经济伦理思想中，共同富裕并不是为一般道德目标或伦理道 

德要求来论述的，而是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来论述的。共同 

富裕是邓小平对经济伦理的根本问题——经济与道德关系 

的科学解答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道德特征。可 

以说，共同富裕是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根本落脚点和归 

宿。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是在对普遍贫穷进行道德反思 

和道德批判的基础上所确立起来的道德目标，它所包容的首 

要内容是对致富行为的充分肯定，是对“富起来光荣的大张 

扬”。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 ，而是富，“社会主义 

如果老是穷，它就站不住”。社会主义要站得住，从伦理的优 

越性体现在能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的富裕幸 

福”生活的提高上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要调动 

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必须把合理、正当 

求富、致富视为伦理道德上的应当，并以此作为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基础，确立“富即德”的道德观。但 

社会主义经济伦理的“富德”的内涵，不能仅仅满足于个人 

的合理、正当的致富，还必须把“富德”由个人致富的层面升 

华到“共同富裕”的层面上来，共同富裕是这种要求的集中 

体现。它以个人致富为基础，以共同致富为归宿。 

显然，邓小平把“共同富裕”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 

发展的最终伦理 目标。怎样实现这一伦理 目标，邓小平也作 

出了明确的论述 ，一方面他从我国经济建设的大局出发，指 

出了人们追求个人物质利益正当性，把国家、集体、个人利益 

结合起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他又从社会发展的规 

律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出发，提出了“共同富 

裕”的思想。邓小平“共同富裕论”生动地体现了社会主义 

经济伦理的本质。 

(二)“三者兼顾”——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利益原则 

针对过去对集体主义和个人利益的片面理解 ，邓小平在 

关注人民集体利益的同时，又重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个人利 

益。他在鼓励和支持人们关注个人利益的同时，总是提倡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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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利益要服从社会整体利益。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 

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 

益要服从长远利益 ，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 

道理。他认为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绝不是说可以不注 

：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 

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 

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 

统一的。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 

相互关系。如果相反，违反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违反 

整体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违反长远利益而追求暂时利益， 

那么，结果势必两头都受损失。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 

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在社会主义社会 

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 

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 

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 

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我们要向全体人民、全体青 

少年努力宣传这种高尚的道德。 

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忽视个 

人正当利益的错误思想，同时也必须反对抛开国家、集体和 

他人利益而只追求个人利益的极端个人主义，在经济实践活 

动中真正做到三者兼顾，动态统一。 

(三)物质精神并重——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激励原 

则 

在毛泽东时期 ，推行的是平均主义，通过平均主义来建 

立一个平等、富裕、合理的新社会。但是要想实现社会进步、 

国家富强，靠平均主义是不行的。邓小平修正了毛泽东经济 

伦理思想中的平均主义 ，实行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并重的政 

策。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利益既是目标，也是手段。“人们 

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Do 在社会主义 

条件下，劳动是谋生的手段，作为“利益型”的劳动者 ，追求 

物质利益是劳动的重要 目的。列宁也曾经指出：“国家不仅 

要进行说服教育，而且要用较好的生活条件来奖励优秀的工 

作人员。” 客观地说，在战争年代 ，精神激励对取得革命 

胜利的确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毛泽东也并不排斥和拒绝物 

质鼓励。邓小平纠正了我国长期以来激励观中的片面性，主 

张辩证地处理物质鼓励与精神激励的关系。他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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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早在20世纪60年代，邓小平就 

提出要进行物质鼓励。20世纪 7O年代 ，他指出：“物质鼓励 

也不能缺少，在这方面，我们过去行之有效的各种措施都要 

恢复，奖金制度也要恢复。”【l 在邓小平这一思想指导下，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采取多种措施，实行物质鼓励。如以公 

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改革；分配制度上， 

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建立市场经济，以利 

益为杠杆 ，通过市场规律的作用，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 

经济发展等。在邓小平的激励理论中，强调物质鼓励并不意 

味着不重视精神激励，他多次指出：“颁发奖牌奖状，是精神 

激励，是一种政治上的荣誉，这是必要的。”_】 精神激励运 

用得当，较之物质鼓励更能激发人们的积极性。近年来，这 

一 原则已被许多企业家运用在经济管理之中，并取得了成 

功，成为培育企业精神的重要手段之一。 

(四)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效 

率原则 

公平与效率原则，历来被经济学家们作为评判经济行为 

的道德标准。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长期以来是经济理 

论和实践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尤其是不少西方经济学家更是 

认为，效率和公平不能兼顾。 

邓小平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结合中国 

实际和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把发 

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界定为社会主义最本质的内容。 

其中共同富裕思想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平与效 

率的辩证统一关系问题。首先，社会主义要讲效率，也要讲 

公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讲的是效率问题；“消灭 

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讲的是公平问题。 

其次，效率与公平是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发展生产力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 ，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 

共同富裕是在效率提高、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 

生产力发展了难免出现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坚持共同富裕 

的目标就能够防止或缩小贫富差距，充分调动广大劳动者的 

积极性，实现社会的稳定，从而保障效率的不断提高。第三， 

先富带后富大政策的提出，是以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关系 

为基本依据的。在我国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共同富裕 

绝不等于社会成员完全平均或同步富裕。只有允许部分先 

富，才能促进效率的增长 ；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社会财富增多 

了，就要着手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先富起来的再带动越来越 

多的人走向富裕，最终就能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利益取向，冲破了千 

百年来束缚中国人头脑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观念， 

把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真正统一起来，从而赋予效率与公平 

以新的时代含义，这对社会主义公平观是一个极大的创新。 

三 邓小平对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继承与发展的重要意义 

邓小平对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在准确 

把握时代背景和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基础上所作的理论创新，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创新精神，有着极为重要的理 

论和实践意义。 

邓小平对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大大丰富 

了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学说。邓小平的经济伦理思想从伦 

理角度分析经济问题 ，用道德手段调节经济矛盾，从中国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出发，发挥伦理道德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建设中的调节作用，开创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经济伦理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学说和现代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建设需要相结合的产物 ，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 

济伦理学说。 

邓小平对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开拓了毛 

泽东经济伦理思想在新时期的新发展。毛泽东经济伦理思 

想同任何先进的理论体系一样 ，是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深 

入而不断丰富、发展、完善的科学理论。只有创新，才能保持 

科学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只有不断地吸取时代精神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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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才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邓小平顺应时代发展的潮 

流，在继承坚持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勇于创新，把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不断推向前进，为 

其新时期的新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表现了开拓马克思主义 

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 

邓小平对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规范的构建、发挥社会主义伦理道 

德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每前进 

一 步都会面对诸多新情况、新问题。人与人之间、经济主体 

之间的利益关系日趋复杂，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愈益凸 

显，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的解决，光靠市场经济体制 

自身的运转和自发的调节是不够的，构建与之相适应的伦理 

道德规范迫在眉睫。邓小平对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的继承 

和发展，正是适应这一现实需要在继承优秀思想成果的基础 

上所作的理论创新，它已经成功地调节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的许多利益矛盾 ，成功解决了许多重大难题。当前， 

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一定能 

够继续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发挥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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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of M ao Ze——dongs Economic Ethics by Deng Xiao——ping 

XIAO Ming，LIU Zhen—jiang 

(Universit)of South China，Hengyang 421001，China) 

Abstract： Economic Ethics is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Ethics Theory．During the new era 

of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and opening up，Deng Xiao—ping summed up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and 

then，inherited and developed Mao Ze—dongg Economic Ethics．Reviewing the Economic Ethics of the two great men at the point of 30 

years from reform and opening up，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a well—off society，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code of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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