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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人民主体思想的三维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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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人民主体思想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之一,习近平人民主体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一

脉相承,它至少包括价值主体、动力主体、权力主体三大哲学维度。 价值主体之维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方向和

目标,动力主体之维体现实现奋斗目标的力量源泉和依托,权力主体之维表现为对社会主义国家公共权力本质的正确定位,
三者有机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人民主体性实践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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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正如列宁所说:“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

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冶 [1]425是否坚持人民主体思想是

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之一,对这个问题

的不同回答也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标

志。 习近平总书记作为新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

核心高屋建瓴、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一脉相承了马

克思主义先行者的人民主体思想并表现出鲜明的时

代特征,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这些重要讲话表现

出“辩证特质的哲学思维、改善民生的人本关怀、巧
喻妙言的文学意境等理论特质冶 [2]。

人民主体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执政理念的本质

和核心,无论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还是全

面从严治党,其价值旨归归根结底是要把社会主义

社会的人民主体地位落到实处,为广大人民群众谋

福祉,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早日实现以人民全面

幸福为根本特征的“中国梦冶理想蓝图。 所以说,从
理论上厘清习近平人民主体思想的哲学之维,并把

握其辩证关系,对于深刻领会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和

战略部署,更广泛的凝聚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和意

志,从而开创中国现代社会生活新气象,书写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新篇章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摇 习近平人民主体思想的价值主体之维

人民群众价值主体论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
它回答的是历史发展过程中谁是价值创造主体、价
值评价主体以及发展价值为了谁的问题。 毫无疑

问,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民群众的劳动实践活动是

一切历史价值的本质和源泉,他们在改造世界的过

程中创造出了丰富的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还创造

了包括人自身的价值。 只有明白了这个道理,才能

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
展依靠人民,发展好坏由人民评价,发展成果与人民

共享。 与此相反,持唯心史观的人由于把社会存在

看成是由少数“英雄人物冶、“领袖人物冶的意志和意

识所决定的,而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他们创造历史所

运用的材料和工具,于是也就得出了帝王将相、英雄

豪杰是历史价值创造主体的结论。 他们眼里,在社

会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只能由少数人任意摆布和

支配,对社会进程他们不应有自己的话语权,也就无

所谓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可言,发展的成果就只

应由特权阶层、剥削阶级、精英阶层大量占有,而广

大的劳动者只能是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

所有。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把人民

主体思想作为一以贯之的行动指南,一直把为人民

谋利益、谋价值作为自己孜孜不倦的追求。 毛泽东

同志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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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 [3]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指导我们开展

一切工作的“三个有利于冶标准,并十分明确地指

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



是两极分化。冶 [4]江泽民同志强调要“始终代表人民

群众的根本利益冶,“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

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冶。 胡锦涛同志提

出“以人为本冶基础上的科学发展观,很显然,“以人

为本冶的“人冶绝不是抽象的“人冶,更不是一小撮人、
一少数人,而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冶,让科学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

民冶。 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是十分明确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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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
2013 年 1 月 5 日,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

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

班开班仪式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

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 在他看来,既然是社

会主义国家,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始终是中国共产

党人的根本宗旨。 的确,近些年来,在深化改革和推

进市场经济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人民主体思想在部

分领导干部的头脑中淡化了,忘却了党的这个根本

宗旨,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个人小圈子的“我们冶服
务,形成了各种利益集团进行权力寻租,损害群众利

益的事件频频发生。 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体现社会

主义性质的公平正义原则一时难以实现,老百姓尤

其是弱势群体的幸福感并没有显著增强。 面对如此

形势,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伊始就十分坚定地说: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 是 我 们 的 奋 斗 目

标。冶 [5]4后来,他又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国

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冶 [5]40。 “在全面深化改革进

程中,遇到关系复杂、难以权衡的利益问题时,要认

真想一想群众实际情况究竟怎样? 群众到底在期待

什么? 群众利益如何保障? 群众对我们的改革是否

满意?冶 [6]41。 “要使我们的制度安排更好体现社会

主义公平原则,更加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冶 [6]98。 检验工作成效“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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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冶 [7]8。
“站在群众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就能够感同身受。 把

自己摆进去感受,就能更好地了解老百姓满不满意、
拥不 拥 护。 老 百 姓 强 烈 反 对 的, 我 们 就 不 能

做冶 [7]36。 习近平同志这一系列朴实无华、语重心长

的谈话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为广大

人民群众谋利益、谋福祉的坚强信念和对广大劳动

人民的一片赤子情怀。
对阻碍公平正义实现、最终损害的是人民群众

利益、让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消极腐败现象,习近平

同志主张要有猛药去疴、壮士断腕、雄鹰换羽的决心

和勇气与之斗争,必须采取零容隐的态度,否则便是

对人民的犯罪。 只有持之以恒地对消极腐败现象采

取高压态势才能最终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 他强调道:“我们必须下最

大力气解决好消极腐败问题,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心

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冶 [8] 可以说,近来取得的反腐

成效让广大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得到了他们的衷心

拥护。
人民群众作为利益主体是人民群众价值主体论

的逻辑必然。 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

满足自身的生存发展需要。 人民群众创造了丰富的

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就必然成为社会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的享有者和受益者。 所以,作为马克思

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实现好群众利益就成为追求

的根本目标,必须想方设法尊重人民群众中的每一

个现实个人的利益,真正把群众利益落到实处,要做

到这一点必然要有相应的机制保障。 习近平同志关

于“四个全面冶的思想可以说为维护、落实群众利益

提供了强有力的战略布局和制度设计。 习近平同志

在 2015 年 2 月 2 号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

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

班的开班仪式上首次集中论述“四个全面冶思想,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

国、全面从严治党冶。 可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群众利益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

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 “四个全面冶
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体现了为实现好、维
护好、落实好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所进行的全新的战

略决策。 可以说,“四个全面冶是从我国发展的现实

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

来的,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

出来的[9]。

二摇 习近平人民主体思想的动力主体之维

坚持人民历史主体论就必然认为人民群众是推

动社会前进和发展的动力主体,这也是唯物史观作

为世界观在社会历史领域所表现出来的根本立场。
因为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物质生产力是社会存在与

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人民群众是物质生产力中最活

跃且最具有能动性的因素。 社会历史本质上就是以

人民群众为主体的人类活动的历史,也是以人民群

众为主体的人类活动基础上对客观世界进程的推

动。 正如马克思所说: “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

历史。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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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也必然成为社会历

史发展的推动者。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创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就必须广泛发动群众、依
靠群众,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凝聚最广泛的群众力

量。 习近平同志对此做过一系列专门的论述:“中
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

现冶 [5]40。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

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冶 [11]48。 “只有每个人

都为美好梦想而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

礴力量冶 [11]51。 “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必须依靠人

民,从群众中汲取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冶 [6]147。 “要尊

重人民首创精神,最大限度集中群众智慧,把党内外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团结起来,把国内外一切

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汇合成推进改

革开放的强大力量冶 [6]31鄄32。 “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

的源泉,我们深深知道,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
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

难。冶 [7]120正如毛泽东同志把党与人民的关系比喻为

种子和土地的关系一样,习近平同志也说:我们“党
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失去了人

民的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冶 [7]3。
中国特色主义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其艰巨

性、挑战性可想而知,失去广大群众的力量支持,我
们的奋斗目标只会成为空中楼阁,“中国梦冶也只会

成为黄粱一梦。
但是,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思

考的是:处于主体地位的广大人民群众会不会让我

们发动? 他们的力量能不能被我们凝聚? 他们的积

极性、创造性怎样才能激发起来? 除了要全面维护

好、实现好、落实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增强

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和价值自信,
使他们感觉到党的事业与他们的追求休戚相关以

外,另一条根本途径就是要坚持走群众路线[12]。 能

否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也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

义政党的重要标志。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

传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正如党的十三届六中全

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
所指出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党的群众

路线执行得好,党群关系密切,我们的事业就顺利发

展;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不好,党群关系受

到损害,我们的事业就遭受挫折。冶所以,习近平同

志说: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把党

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

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冶 [7]7。 “要善于通过提出

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善于从

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政策主张,使改

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为深化

改革开放夯实群众基础冶 [6]138,“如果四风问题蔓延

开来又得不到有效遏制,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党

和人民群众隔开,就会像一把无情的刀割断党同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那后果就严重了冶 [7]24。 新一届

中央领导集体以加强党员干部作风建设为切入点,
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把为民务实清廉

的价值追求根植于全体党员的思想和行动中,可以

说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习近平同志认为:虽然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有期限,“但贯彻群众路线没有休

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冶 [7]14

如果说人民价值主体论解决的是一切为了群众

的问题,那么,人民动力主体之维解决的就是依靠群

众、如何依靠的问题。 为了群众和依靠群众是有机

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前者是目的,后者是依托。
只讲为了群众而不依靠群众,为了群众就失去了依

托,为了群众的目的就无法实现,还可能演化成如封

建统治阶级高踞于群众之上施所谓的“仁政冶,把为

群众服务看成是对群众的恩赐,于是就颠倒了公仆

与主人的关系,成为王道政治的乌托邦式构想。 另

一方面,依靠群众必须为了群众,如果依靠群众而不

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就成为为自己谋私利的手段,就
会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甚至蜕变为反人民的腐朽统

治者[13]。 同时,如果仅仅在观念上承认群众的力

量,而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真正地为了群众,这样的

依靠只是“虚假的依靠冶,群众认清本质以后也就不

再让你依靠甚至反对你。 总的来说,只为了群众而

不依靠群众只会成为难以实现的心里期待,依靠群

众而不为了群众就会沦为为谋一己私利而利用群众

的虚假欺骗的伎俩。 所以说,为了群众、依靠群众、
如何依靠是唯物史观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统一,也
是立场、观点、方法的统一,集中统一于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实践过程中。

三摇 习近平人民主体思想的权力主体之维

人民群众权力主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
公共权力理论的实质。 在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社

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 这

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内容和根本

准则,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区别于剥削阶级国家政

权的显著标志[14]。 权力属于人民,就要求代表人民

群众掌握权力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行使一切权力时都

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基础和导向,而无产阶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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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除了整体的人民的利益外并没有自己的特殊利

益。 从理论上看,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本质就是服

务,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的转

变从公共管理层面看就是从“权力本位冶向“服务本

位冶的转变。 从权力运行过程看,社会主义国家人

民群众充分发挥着主体作用,人民群众通过选举、参
与决策、监督等形式对公共权力运行加以控制或

监督。
权力观是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手段和执政

效果的精神支撑。 有什么样的权利观就有怎样的权

力行使。 习近平同志强调,党员干部要树立马克思

主义的权力观,要认识到权为民所赋,要做到权为民

所用。 说明习近平同志已把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

力观上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从权力来源和

实践方针上为权力观做了科学的界定。 2012 年 12
月,习近平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指出:领导干部是

人民的公仆,要自觉把权力行使的过程作为为人民

服务的过程,做到为民用权,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
洁用权。 短短十六个字就精炼概括出领导干部应该

为谁用权? 怎样用权? 2014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记者专访时提到:“人民把我

放在这样的工作岗位上,我就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

中最高位置,牢记责任重于泰山,时刻把人民群众的

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兢兢业业,夙夜在公,始终与人

民心心相印、 与人民同甘共苦、 与人民团结奋

斗。冶 [5]102在习近平同志看来,权力就是一份责任,责
任重于泰山,这份责任来自于人民,掌握权力的领导

干部必须与群众同甘共苦,同呼吸、共命运,带领广

大人民群众一起为共同的事业团结奋斗。 对于干部

作风建设,习近平同志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先正

己身而后人,打铁还需自身硬冶。 他认为:“抓作风

建设,首先要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
牢记党对干部的要求。 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讲大

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 只有一心

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

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冶 [5]394习近平同志在 2013 年 6
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权力都是党

和人民赋予的,更应该在工作中敢作敢为、锐意进

取,在做人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冶 [5]416他还指出:
“党的干部必须敬畏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守
住自己的政治生命。冶 [5]413 习近平同志对自己和家

人、朋友要求甚严,他担任领导干部后,每到一处工

作,都会告诫亲朋好友:“不能在我工作的地方从事

任何商业活动,不能打我的旗号办任何事,否则别怪

我六亲不认。冶 [5]445

在习近平人民主体思想中,应该说权力主体之

维处于尤其重要的位置。 人民既是价值主体也是动

力主体,对党员干部来说,解决好这两个问题的前提

就是要摆正自我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只有把握好人

民群众权力主体之维,才能更好地定位自己、认清自

己,从而把自己的行动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创造

性实践当中。 只有认识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做到

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忘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

己之私。 习近平同志在一系列讲话中多次强调“始
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冶,并要像爱自己

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冶 [15]。 2012
年 12 月他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指出:“领导干部要放

下架子,甘当小学生,多同群众交朋友,多向群众请

教。 要真正悟透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冶 [16] 他在 2013
年 3 月 17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

还指出: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

待。 2013 年 12 月 26 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还指出:“在人民

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
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

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

用。冶 [5]27在 2014 年的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

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饱含深情地说:“我现在看

到贫困地区的老百姓,确实发自内心地牵挂他们。
作为共产党人一定要把他们放在心上,真正为他们

办实事,否则我们的良知在哪里啊!冶这一系列的讲

话,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谆谆教诲,
也是对各级干部的要求和期待,同时也充分体现了

习近平同志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 2015 年

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兑现 11 年前接受延安电视

台《我是延安人》专栏记者采访时做出的承诺,携家

人回到他当年插队生活过 7 年的延安梁家河村看望

父老乡亲,这展示的绝不只是他个人的铁汉柔情、重
情重义,更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永远不会

忘记广大人民群众这个立党之本、执政之基,永远不

会忘记那些为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做出过重大

贡献的老区人民。
人民群众价值主体之维、动力主体之维、权力主

体之维是习近平人民主体思想的三大哲学维度。 把

握好价值主体之维才能明确前进的方向;解决好动

力主体之维才能找到工作的力量源泉;领会好权力

主体之维,才能找准自己的正确定位。 只要各级领

导干部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同志的人民主体思想

并贯彻到党的各项工作中去,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冶美好愿景就一定能如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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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Xi Jinping蒺s Idea of People蒺s Subjectivity

LIU Yan鄄yong, DENG Ya鄄ho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摇 Idea of People蒺s Subjectivity is one of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and ide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Idea of People蒺s Subjectivity proposed by Xi Jinping is a succession of what Marxism advocated. It at least con鄄
tains value subject, main body of motivation and subject of rights three dimensions, Value subject reflects the direction and aim of so鄄
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in body of motivation reflects the strength source and support for achieving the aim, subject of
rights reflects the right positioning of the essence of socialist public state power.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PC, the three points form an
organic unity in the practice of People蒺s Subjectivity during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au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摇 Xi Jinping;摇 People蒺s Subjectivity;摇 value subject;摇 main body of motivation;摇 subject of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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