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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人民观对毛泽东人民观的继承与发展 
——基于理论渊源的视角 

冯国元 

（四川工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成都  611731） 

摘要：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形成了毛泽东的人民观，社会发展深刻变化，习近平在继承毛泽东人民思想的基础上，
紧密结合社会发展的具体国情创造性的提出了新思想，人民的内涵更加倾向于人民的导向性，人民民主更加注重法制化，保障人民
利益更加关注人民的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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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人民观思想对当今及今后社会的发展奠基性地位不可

动摇，在解决区域贫困、疫情防控和生态环境等问题，习近平在解
决人民发展难题的同时形成了习近平的人民观，党的治国理政以一
贯之的人民观举措，体现了习近平人民观与毛泽东人民观的同根同
源属性。 

一、习近平人民观对毛泽东人民观的继承 
毛泽东与习近平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但却有着共同的目标，

尤其是关于人民的立场等方面是存在一致性的。两者在哲学基础、
文化传统、人民主体和人民幸福是同根同源的，可见习近平人民观
和毛泽东的人民观是一脉相承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等物质生产资
料，需要人民群众自己去创造。同时人民群众在基本的物质生活资
料得到满足的前提下会提出精神层面的精神需求，精神层面需求我
们可以将它理解为人民群众需要的文化娱乐等活动。物质生活资料
满足人民的程度会影响人民文化艺术的追求的层次，因为文化艺术
源于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实践，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人
是生产力的关键要素，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毛泽东的人
民观和习近平的人民观始终遵循着群众史观。毛泽东在分析中日战
争形势时说到“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
可见毛泽东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中国革命每一的成功的取得，都
是广泛发动人民群众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实现，中国梦，就是人民的梦，关于这个中国梦如何实现，
那就需要么一个中国人共同努力完成。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实现，人民永远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人民的力量不可忽视，
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是我们每个人民奋斗的结果。可见习近平人民观
和毛泽东人民观在哲学基础方面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传统民贵君轻思想。毛泽东重视人民群众力量和习近平以人
民为中心二者都是同源属性，中国传统文化的民贵君轻思想为此奠定
了基础。古代有安居乐业的传统、毛泽东倡导给人民看得见的福利，
习近平提出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都是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
平，让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更强。关心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更要赢得
民心。古人强调民心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将人民群众看作铜墙铁壁，
习近平十分尊重人民的意见，都是重视人民且强调了要让人民真正的
感受到党的诚意，赢得人民的支持，获得民心；真正的爱护人民群众，
孔子主张“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主张施仁政，爱民。仁政爱民
思想为我党执政为民奠定了思想基础。毛泽东采取群众路线的工作方
法，习近平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奋斗目标，且在政策具体的落实中
时刻关注人民的反馈，及时为人民解决问题。可见习近平人民观和毛
泽东人民观在传统文化方面的一脉相承。 

坚持人民主体性。毛泽东曾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人的问题，
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2]，毛泽东以文章、演讲等形式表
达其对人民群众的重视。毛泽东人民观是在学习马克思理论基础上，
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国情，经过了几十年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
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论更是体现了毛泽东与人民群众深厚的
感情，体现我党将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经过实践检验后一以贯之的维
护人民的利益的特色。基于我党从上而下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
念的贯彻落实和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对党的认可和拥护确立为我党的

宗旨。我党上下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中的每一个社会转折点事件展现出的无私奉献等革命精神，赢
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习近平全面继承毛泽
东人民观中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从习近平多次公开发表相关语句中看
出对毛泽东人民观思想的继承，如：“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道理”
[3]“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英雄的人民创造英雄的历史。”[4]。以人民
为中心的理念蕴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比如当
下的疫情防控政策的贯彻落实的过程中我们会调查民意、结合实际、
贯彻落实、总结反思进而再次落实，真正让人民群众感受道自己的利
益收到保护，我们党是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如在经济发展决策方
面，坚人民的主体地位，结合中国疫情发展的实际采取了半封闭的一
种防控方式。在企业复工等方面是进行充分的调查基础上开展的，一
旦具有安全复工条件，市场经济基础性作用的发挥，使得广大人民投
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可见思想和实践方面等都体现了习近平对毛泽
东人民观的继承。 

为人民谋幸福。在毛泽东执政期间主张实实在在解决人民群众
的大小事，曾多次强调“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5]毛泽
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就明确指出：“共产党人
要关注人民群众关心的实实在在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医疗教
育等问题，我们不落实只喊空话和理念是对人民群众是不起作用
的”[6]，人民群众关心的土地问题，土改从解放战争时期延续到建
国后持续开展是毛泽东为人民谋幸福的重要表现，这样为人民的初
心是真正的从人民根本的需要出发，解决了人民最关键的问题，人
民对革命的更加的认可回馈予极大的革命热情。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官员既要在修身、用权和要求自己方面要严格，更要在做事、
创业和做人方面要实在。”[7]“三严三实”是习近平对毛泽东实干
精神的传承，在具体工作的落实中依然做到了真抓实干，在反腐倡
廉方面，党中央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在对待贪官等采取绝不手软、
一追到底的政策。初心还还可以理解为愚公移山的精神，习近平秉
持为人民谋幸福的目标，从保障和改善民生、拓宽就业、解决医疗、
美好生态等几个方面努力达到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使得发展的成
果惠及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我党要求干部为人民群众服务要保持
为民谋幸福的初心，要求将党的政策扎扎实实落实到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最终实现人民的幸福。可见毛泽东、
习近平的思想理念都包涵实实在在为人民服务，体现了为人民谋幸
福一脉相承。 

二、习近平人民观对毛泽东人民观的发展 
世纪性疫情的爆发，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变化，习近平继承了毛

泽东的人民思想紧密结合社会发展的具体国情创造性的提出了新
思想，形成了带有鲜明特色的习近平人民观。习近平人民观是在毛
泽东人民观基础上的丰富与发展。 

人民的内涵更加倾向于人民的导向性。毛泽东人民观的思想更
加强调毛泽东广泛的发动人民群众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如在解放
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总结城市中心论失败的基础上，建立的农村革
命根据地，之恶能说明毛泽东非常注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由于
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人民的思想尚未完全得到解放。经过改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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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作用的发挥，人民群众的追求自由

民主等思想已经得到了解放。 

习近平的人民观在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人民群众的导向作用，如解决人民关心的居住大

难题，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吸引农村人口走向城市的社会发展阶段附

属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作用下人民的住房成为了心头难题，

由于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买房贵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人民

群众需要的导向提出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理念，

进一步运用行政等手段逐步解决人民的住房问题。如在社会脱贫攻

坚战中，基于各区域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差异化，习近平基于人民

群众内心想要改善生活水平的期盼，提出了精准扶贫着政策，解决

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可见习近平的人民观更加主动人民需要的

导向作用是对毛泽东人民观人民内涵的进一步发展。 

人民民主更加注重法制化。毛泽东非常重视人民当家做主，曾

倡导湖南人自己选举领导人治理湖南，建立众所周知的“三三制”

民主参议制度，在革命根据地在政治、经济、军对等方面倡导民主

形成了官民一致的良好局面，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做主，人民民主

建设从中国革命时期延续到今天更加的符合人民内心的期盼。 

习近平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的政策，是对毛泽东人民观人民当

家做主的思想中丰富了法治的保障，习近平倡导在国家发展建设的

进程要运用法律制度等进一步的保障人民的各项权利，在全面依法

治国的实践中，在保障人民各项权益的情况下，让人民真正地感受

到中国特色特色社会主义给予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如果说十八届四

中全会通过了第一个加强法制建设的决定，那么十九届四种全会更

是全方位的加强法制建设保障人民民主，2019 年习近平指出“坚持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8]通过完善制度保障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当家做主的地位。 

保障人民利益更加关注人民的文化需求。“美好”涵盖了人民

的双重需求的增加，更是向精神需求的重心偏移，单一物质层面转

变向全方位满足人民的文化精神层次需要。在中国革命时期毛泽东

倡导军队自身要大力发展经济建设解决部分物资需求，减少人民群

众的负担，要求干部关心衣食住行等人民的实际为生活问题，毛泽

东解决人民的实际生活困难，让人民真情实意地感受到生活得到改

善，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习近平带领人民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再是完成“站

起来”使命的时代，“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使命和全面小康社

会的完成，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

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9]党在今天不断地回应人民的热切期待，在民生方面要补齐民生发

展的短板，在社会治理方面建设平安中国，解决人民买房贵住房难、

人民看病难的问题。近年来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对我国人民的

价值观造成了负面影响，习近平提出了弘扬传统文化构筑中国精

神；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的理念一度破坏了我国的生态环

境，生态环境的恶劣和大自然的报复给人民生活的带来了灾难，习

近平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可见习近平非常注重满足人民的

日益增长的需要，在文化、生态等方面需要的满足进一步提升了人

民群众的幸福感，这是习近平人民能观对毛泽东人民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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