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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 forward the devel-
opment concept of “adhering to the people as the center”. This concept has a profound source of 
Marxist theory, a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the mass lin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 sum-
mary of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its 70 years ruling, and a 
work method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ust continue to uphold and carry forward afte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s a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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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一理念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

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共产党执政70年成功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后，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坚持和发扬的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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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1]。这个论述，

是对党执政 70 年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丰富和发展，体现了共产党执政的价值取向和奋

斗目标。 

2.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 

2.1.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英雄史观独占统治地位，虽然历史上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和比较开明的帝

王，多少具有某种重民、贵民的思想因素，如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从严格意义

上来说，这些思想并不是唯物主义的，所谓“贵民”归根到底是以维护和巩固剥削阶级的统治为目的，

是以承认统治和服从关系的天然合理性为前提的。 
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才第一次真正、彻底、全面、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列宁在论述马

克思主义群众观时指出：“以往的理论从来忽视居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

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及这些条件的变更”[2]。经典作家关于群众观点的论述，

为群众史观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历史，实际上是物质资

料生产发展的历史，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人民则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者和生产力诸要素

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劳动者，因而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在革命时期表现出巨大的

革命性，推动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的飞跃。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3]。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要求得真正的解放和幸福，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只能依靠自己的先锋

队——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来实现。 

2.2. 群众路线是党对群众史观的丰富和发展，是党的根本路线 

党的群众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共党人，把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

原理运用于党的全部活动，而形成的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是党根据党的性质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创造的一种科学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多次提到要注意运用群

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他说：“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强调要得到群

众的拥护，“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4]。1945
年，党的七大特别强调指出，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共产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群众路线从此作为党的根本路线写入党章。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再次指出：“群

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党章中的根本问题，是需要在党内反复进行教育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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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群众观点是我们党的基本的政治观点，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党所做的一切工

作和事业，目的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都必须真心实意地依靠群众才能做好。从根本上说，政治问

题主要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党的工作做得对不对，好不好，有一个根本

的衡量尺度，这就是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现在，推

进改革和建设需要党解决的问题不少，好的办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归根到底

来自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丰富多彩的实践。谁深深扎根于人民之中，同广大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谁

就有力量，有智慧，有办法，就能够经受考验，战胜困难，做出突出的成绩。我们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

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

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真正走群众路线。 

2.3. “以人民为中心”是群众路线的本质体现 

群众路线实际上是为了解决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如何做的问题。执政为民在本质上正好体现

了这一点，其核心是为“民”执政，这里的民，具有广泛的涵义，它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和建设者，

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以及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

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6]。同剥削阶级政党相反，无产阶级执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

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党的性质和纲领也决定了党所奋斗和所争

取的一切完全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正因为党执政是为了人民，那么“执政为民”实际上也内含着依

靠谁和如何做的问题。依靠群众，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我们党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源泉。

这就要求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研究，认真倾听群众呼声、要求和意见，

努力把群众的经验总结出来，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并依靠群众加以解决。 

3. “以人民为中心”的现实依据是中国共产党 70 年执政实践的经验总结 

3.1. “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思想是党执政为民的经验总结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的宝贵经

验。特别是由于“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

就使得“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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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由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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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因此党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就是党

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

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

活水平。必须坚持把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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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是对党成立 98 年辉煌历史的经验总结，更是对党执政 70 年执政基

本规律的总结，它的实质体现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3.2. 历史经验表明党执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党应该怎样执政，如何跳出“人

亡政息”的周期率的支配，“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为中国共产党如何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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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

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

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历史的发展要求党必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我们党是在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共同战斗中诞生、发展、壮大、成熟起来的。党离不开

人民，人民离不开党。党执政以后，一方面取得了更好的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脱离群

众的危险。因此，永远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是一个关系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党执政 70 年的历史表

明：始终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是党战胜各种风险、不断取得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什么时候我们真

正做到了为人民服务，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党的事业就会顺利前进，反之则会徘徊甚至停滞不前。在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根本上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只要党

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党就真正代表了

人民，就一定能得到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 

4. “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工作方法 

4.1.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实践在认识过程中处于基础、

主导和决定的地位。由实践到认识和由认识到实践，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认识过程。但是，在现实中，

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后，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过程并不算完成。人们要获得关于事物的正确认识，往往需要

经历由实践到认识和由认识到实践的反复循环。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把这一

认识过程具体深化为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和工作方法。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

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
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

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

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8]。可见，“从群众

中来，到群众中去”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体现，是我们党根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4.2. “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 

有了执政为民的宗旨，还必须解决实践途径问题，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是群众路线的另一重要内容，也是党必须坚持和掌握的科学工作方法。只有坚持这一工作方法，才

能真正坚持“执政为民”。因为要做到“执政为民”，首先必须了解“民”需要什么，什么是群众最关

心和最需要满足的，以及这些需要和满足应该如何做到和如何维护，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深入群众，深入

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现阶段，人民群众对物质生活的需要是最大的需要，这就要求党

必须把经济建设置于全部工作的中心地位。同时，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也会

突显出来，这就要求在经济建设的同时还需要进行文化等领域的建设。要做到“执政为民”，党的方针

政策也必须从群众中来。它们是否正确，不能主观臆断，还必须回到实践中去，被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才

能坚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坚持这一工作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

求是，也才真正体现了党执政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有能力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为了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就必须“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

需要”[9]，以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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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以人民为中心”就必须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形成和发展了一整套优良传统和作风。由于“我们党来自人民、植

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10]。因此，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的政治优势，是

我们治党治国的传家宝。必须永远坚持和发扬。 
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即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要认识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11]，为此，继

续坚持和充分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 
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就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就必须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全党，就“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

执政的群众基础。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

[10]。 
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就必须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的问题，这应成为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因为“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12]。所以，不根除腐败，党同群众的

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 

5. 结论 

总之，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进程中，只要我们始终

守初心，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时刻不忘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永远

不能脱离群众、轻视群众、漠视群众疾苦；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自

觉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着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以为民谋利、为民尽责的实际成效取

信于民；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解决好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我们党就

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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