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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实现“中国梦冶依靠力量的理论依据

覃摇 喆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摇 要] 摇 实现“中国梦冶,概括起来就一句话:“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

民造福。冶马克思的人民主体观突出实现“中国梦冶必须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 毛泽东的人民动力观强调人民是实现梦想的动

力、是梦想的受益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人为本冶思想要求一切工作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本。 通过上述三个层

面的分析得出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观是实现“中国梦冶依靠力量的理论依据。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观,坚持以人为

本,依靠人民群众,这对于我们更好地学习、掌握、运用党的十八大报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

国梦冶,颇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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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中国梦冶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其
内涵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就是

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 “中国梦归根

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

断为人民造福。冶 [1]可见,实现“中国梦冶依靠力量是

广大的人民,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观则是其理论

基础。

一摇 马克思的人民主体观

马克思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

创造者。 “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冶简明

扼要地表明人民是“筑梦冶的主体,“梦冶由人民创造

实现。
(一)人民是实践活动的主体

马克思认为人们创造历史的第一个或者最基本

的活动是生产劳动。 因此,人民在生产劳动中创造

历史,成为历史的主体。 只有在实践中,人民是历史

的创造者这一真理才能得以体现。 马克思指出:人
和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

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冶 [2]57这表明人与

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不是被动地适应自然,而
是通过实践活动能动地改造自然,动物只是靠它们

的天然属性去扑食,它们是被动的适应于大自然。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劳动

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

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
而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 这是产生生命的活动。 一

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

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

性。冶 [2]57在马克思看来,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人

作为历史的主体能够从事“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冶
即一种有意识性、创造力而且是有目的的实践活动。
十八大报告指出:“通过九十多年的艰苦奋斗,我们

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

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展现出光明前景。 我们对党和人民创造的历史伟业

倍加自豪,对党和人民确立的理想信念倍加坚定,对
党肩负的历史责任倍加清醒。冶 [3]1旧中国能够换新

貌,是九十多年来人民这一历史主体在党的领导下

团结一致,辛勤劳动,艰苦奋斗,共同创造的结果。
可以说,正是由于人民这一历史主体在社会实践中

发挥创造作用,一步一步积累丰富的物质文化财富,
“中国梦冶终将实现。

(二)人民是社会关系的主体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是一切

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

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

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

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



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

实的生活要素。 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

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

才成为人。 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本质

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

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冶 [2]83 可见,人
是社会人,是社会关系的主体。 只有在社会关系中,
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才能实现人真正的

价值。 他指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

的本质。 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

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冶 [4] 这不仅客观地批判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

质的错误观点,同时表明马克思自己的人的本质观。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社会关系的

主体,他们通过社会实践不断实现自身价值,创造历

史伟业。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在新条件之下夺取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胜利所要坚持的“八个必须冶基本要求,
其中第一个必须就是“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冶,这
表明我们党在任何时候都在坚持尊重人民主体地

位。 实现“中国梦冶必须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因为

“中国梦冶是依靠人民这一历史主体扎根于社会实

践之中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不断创造出丰富的物质

文化财富为基础的。

二摇 毛泽东的人民动力观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伟大的马克

思主义者。 他始终坚信人民才是实现美好历史发展

的动力,人民群众团结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一)创造历史发展依靠谁

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

史的动力。冶 [5]1031可见,他坚信人民是创造历史发展

的动力,团结的力量是无穷的,巨大无比的。 在第二

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
以为这就是他们的铜墙铁壁。 毛泽东则明确告诉同

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 是群众,是千百万

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这是真正的铜墙铁

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冶 [5]139人民

是创造历史伟业的动力,是我们各项事业取得胜利

的依靠力量,在任何时期都是我们的铜墙铁壁。
十八大报告强调:“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

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和时

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

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
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冶 [3]10这些伟大事业

的成功是离不开人民支持和拥护的,是紧紧依靠人

民来实现的。 人民是我们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保证

和不竭动力,离开人民或脱离人民队伍,我们的各项

工作注定会失败。 要实现“中国梦冶,“全国各族人

民一定要牢记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 13
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

量。冶 [1]这是对毛泽东的人民动力观的继承和发展。
可以说,“铜墙铁壁冶与“磅礴力量冶同曲同工。 实现

“中国梦冶我们必须依靠人民这一历史动力,依靠人

民团结起来铸成的铜墙铁壁。 有了人民这堵铜墙铁

壁,有了人民团结的磅礴力量,我们就能够战胜一切

困难,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
(二)创造历史成果属于谁

毛泽东始终尊重人民的历史地位,他不仅明确

创造历史的动力依靠谁,而且指出历史伟业果实属

于谁。 他在 1945 年 8 月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的《抗
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说道:“同志

们,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

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冶 [6] 可

见,他始终心怀人民,为人民而战,果实归人民。 习

主席指出:“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

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

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
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

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

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冶 [1] 这表明我们党

一直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

人民共享的思想。 人民是实现“中国梦冶的真正英

雄,成果将会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三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人为本冶思想

新时期,党的各届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的人民群众观,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人为本冶思想。
(一) “三个有利于冶标准的人民标准观

邓小平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的总设计师,他毕生心血都献给了人民。 在十二大

开幕式上,他指出:“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
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

的。冶 [7]4可见,他始终心系人民,强调只有时刻和人

民站在一起,依靠广大人民形成强大的力量,才能保

证各项事业的顺利完成。
他提出“三个有利于冶标准,即“判断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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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

力,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是

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7]372。 它是我们衡量

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 其实,无论是生产

力标准还是综合国力标准,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提高

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是为了人民利益这一最高标准。
“三个有利于冶标准,其中最根本的是以是否有利于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标准,这里的生活水平标准不

仅包括物质标准而且包含精神标准。 他强调:“过
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

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 与此同时,还要建

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冶 [7]28 “我们要建设的社会

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

的精神文明。冶 [8]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越来越富

裕,与此同时,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 为此十八大报告提出:“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

活。 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提高文化产品的质量,为人民提供更多精

神食粮。冶 [3]32这表明我们党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须

坚持“两个标准冶,不仅要以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裕的

物质生活为标准,还要以让人民享有健康高质量的

精神文化生活为标准。 实现“中国梦冶的过程中,
“两个标准冶共同存在,缺一不可。

他还把 “人民拥护不拥护冶、“人民赞成不赞

成冶、“人民高兴不高兴冶、“人民答应不答应冶作为制

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这体现我们党

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以人民为中心,其根本就

是为了人民利益这一最高标准。
“三个有利于冶标准是我们实现“中国梦冶的总

标准。 我们必须始终践行这一标准,不断发展生产

力、增强综合国力,为梦想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从
而更纵深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人民满意,调动人

民积极性,使实现梦想的步伐更加坚定而有力。
(二) “三个代表冶重要思想的人民利益观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时刻关心人民的各项

利益,始终坚持一切工作都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为本。 他所提出的“三个代表冶重要思想的立

足点就是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他

指出:“我们的党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

民。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冶 [9] “我们党

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

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

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

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

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
治、文化利益。冶 [10]这都是实践检验出来的颠扑不破

的真理。 十八大报告指出:“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

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

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冶 [3]51“中国梦必须

不断为人民造福冶 [1]这些理论一致表明我们党在任

何时候的一切工作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
实现“中国梦冶需要我们党正确妥善处理各种

利益关系,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人民的利益,这
就需要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观,以人民的根本

利益为本,始终忠实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样才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得到广

大人民的衷心拥护,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一

系列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科学发展观。
十八大报告把科学发展观确定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

指导思想,这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

进。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

本,全面协调可持续是基本要求,根本方法是统筹兼

顾。冶 [11]这一精辟概括表明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

的核心内容。 以人为本的内涵和要求是:“坚持以

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

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

民。冶 [12]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以人

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始
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

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不断在实现发展成

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

效。冶 [3]8这表明我们党在工作中将更深入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 “中国梦冶是人民

共同的梦,代表着人民共同的利益。 在实现过程中,
党的一切工作都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
实现“中国梦冶需要坚实的物质文化基础,这就需要

我们不断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在发展过程

中,我们坚持的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而不是其

他任何别的发展观。
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一开始工作,首先就是到人

民群众中去,深入群众,了解百姓需要,从而制定出

更符合人民利益的各项方针、政策。 芦山地震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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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反复强调“把救人放在第一位冶,“把抢救生命作

为首要任务冶。 这些都表明新一届领导集体以人为

本、执政为民的思想,在任何时候都是把人民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观是我们党

一直坚持的人民观。 在长期的实践中,各届领导集

体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观,让其内容

更全面、更充实、更广泛。 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

“中国梦冶,其依靠力量是人民,马克思主义的人民

群众观则发挥依靠力量的理论基础作用。 我坚信人

民终将实现“中国梦冶,因为“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
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冶 [1],“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
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冶 [1] 作为实现“中
国梦冶的一员,我们要勤于实践拼搏,勇于不断探

索,积极进取,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创造出丰富的物质

文化财富,为实现“中国梦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 摇 习近平.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的讲话[M]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 摇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 北京:人民出版

社,2000.

[3] 摇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

次全 国 代 表 大 会 上 的 报 告 [M] . 北 京: 人 民 出 版

社,2012.
[4] 摇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 . 北

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5] 摇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M] . 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1.
[6] 摇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129.
[7] 摇 邓小平. 邓小平文集:第 3 卷[M] . 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3.
[8] 摇 邓小平. 邓小平文集:第 2 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387.
[9] 摇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 2 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45.
[10] 摇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 3 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

社,2006:279.
[11] 摇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

[M] . 北京:中央文 献 出 版社,党 建读 物 出 版社,
2008:6.

[12] 摇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 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2005:850.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Dependent Strength to Realize “China Dream冶

QIN Zhe
(Shandong University,Jinan250100,China)

Abstract:摇 To realize “China Dream冶, means it is Chinese people謘s dream relying on Chinese people, and benefiting Chinese
people. And it is people鄄centered. The Marx doctrine of the masses of the people emphasize dominant position of Chinese people, and
the dynamic view of Mao Zedong stresses people are the driving force and beneficial power to achieve the dream. The “People Orien鄄
ted冶 concept from the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laimes all the work is blessed with the interests of Chinese peo鄄
ple. According to the above three levels of analysis, the Marx doctrine of the masses of the people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It is of sig鄄
nificance for us to study, master, utilize and develop the spirit of the report on 18th National People爷s Congress, to promote the Chi鄄
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to build up a well鄄off society and to realize “China Dream冶

Key words:摇 China dream;摇 dependent strength;摇 theoretical basis

92第 3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覃摇 喆:论实现“中国梦冶依靠力量的理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