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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是首要的基本要求？

◎ 田心铭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胜利的八条基本要求，即八个“必须坚持”。习近

平同志指出，这些基本要求“是最本质的东西”，它

们“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

达到了新水平”，它们“进一步回答了在新的历史

征程上怎样才能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

基本问题”。（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

话》（2012 年 11 月 17 日），《人民日报》2012 年 11 月

19 日）八条“基本要求”的第一条，是“必须坚持人

民主体地位”。为什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在党

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本文就此

谈一点学习体会。

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中国共产党

人政治灵魂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

础。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党的

十八大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共产党人的

政治灵魂。共产党人以信仰马克思主义为政治灵

魂，这就意味着我们党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自

己的世界观，按照这一世界观来观察和处理一切

问题。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集中体现了马克思

主义的科学世界观。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

一。它的创立，使唯物主义贯彻到了社会历史领

域而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

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一起，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

科学。它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社会主

义、共产主义的光明前景，照亮了工人阶级解放和

人类解放的道路。历史唯物主义同此前统治社会

历史理论领域的历史唯心主义相比，有两条根本

区别：一是它揭示了社会发展有自己的客观规律，

而历史唯心主义看不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二是它揭示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

用，而历史唯心主义看不到人民群众的作用，把历

史看作是由少数人的意志或社会之外的神秘力量

支配的。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历史唯心主

义把社会历史看作杂乱无章的偶然现象的堆积，

正是因为它把历史看作是由个人的主观意志支配

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则

是同它把历史看作人民群众的活动不可分的。恩

格斯曾经指出，要探究历史人物思想动机背后的

历史的真正动力，那么问题所涉及的，“与其说是

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

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

族中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

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

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马克思恩格斯

文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04 页）既

然是人们自己的活动构成了社会的历史，而社会

规律就是历史活动中内在的本质联系，那么，只有

承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决定作用，才能理解社

会发展具有客观规律，进而揭示其规律。这说明，

人民群众决定社会历史发展，是历史唯物主义一

条最根本的原理。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是确立

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关键所在。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

中的决定作用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坚持人民主体

地位”。这个观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点。

这里所说的“主体”，首先是历史的主体。人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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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主体，就是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

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

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第二，人民群众是实践——认识的主体。我们之

所以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

因为在人类的实践和认识活动中，与客体相对应

的认识、改造世界的主体，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

而不是个人。孤立的个人无法生存。只有在一定

社会关系中结合在一起的人民群众，才能从事生

产，认识世界，创造历史。第三，人民群众既然是

历史的主体、实践——认识的主体，也就理所当然

的是价值的主体。人民是价值的创造者，也应该

是价值的享有者。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

果都是人民创造的，因而都应该由人民共享。人

民的主体地位，是历史主体、实践——认识主体、

价值主体的统一。坚持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就

是坚持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

众的群众观点，就要坚持党章明确规定的一切为

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同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一

起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也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整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

活的灵魂。因此，“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一

基本要求，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

义的信仰，体现了我们的政治灵魂。

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揭示了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

党的十八大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作出全面部署，展示出一幅到建党

100 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

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宏伟图景。靠什么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呢？一

切事情都是要靠人去做的。人们要在实践中获得

成功，达到预期的目的，一方面必须深刻认识客体

的规律和实践活动的规律，使自己的行动合乎客

观规律；一方面必须有改变客观世界、把目的变成

现实的强大的主体力量。我们党经过 90 多年艰苦

卓绝的探索，已经开辟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符合

社会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我们

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去夺取新的胜利、实现自己

的目标时，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凝聚中华民

族的力量共同奋斗，就成为事业成功的关键所

在。如果说十八大报告中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个方面展

开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

局的阐述，体现了我们对客观规律的深刻理解、全

面把握，指引着我们在一切工作中遵循客观规律

去改变世界，那么，十八大提出的“必须坚持人民

主体地位”的基本要求，就是从根本上回答了依靠

什么力量去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问

题，揭示了实现宏伟目标的力量源泉就存在于人

民之中。它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

人民自己的事业，只有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才能

担当起这个伟大的事业。因此，党必须坚持依法

治国这个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最广泛

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

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更好地保障人民权益，更好地保证人民当

家作主。

实现“五位一体”总布局中各个方面的奋斗目

标，都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坚持人民主体

地位”的基本要求。例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发展道路，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坚持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

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

制改革，就是要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

全的人民民主，以团结亿万人民共同奋斗。又如，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关键是增强全民族

的文化创造活力，因此必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

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

涌流、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科学发展

观的核心立场是以人为本。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

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就

必须一切依靠人民群众，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

人民首创精神。

毛泽东把人民比作“上帝”。他说，只要我们

不断地工作，就会感动全中国的人民大众这个上

帝，就一定能推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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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他的这个预言已经实现

了。在党的十八大闭幕的第二天，习近平同志在

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

众是真正的英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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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论述，深入地诠释了十八大提出的“坚持人民

主体地位”的基本要求，指明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力量源泉。

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全面推进党

的建设的根本着力点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

核心。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关键在党，在

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是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也

是推进党的建设的根本着力点。

党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是由党的根本

性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

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工人

阶级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它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

后解放自己，工人阶级的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

利益的运动，而共产党除了代表工人阶级和最广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工人

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党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

与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血肉相连、命运与共，

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决定着党的事业的兴

衰成败，决定着党的生死存亡。坚持人民主体地

位，对于中国共产党是生命攸关的事情，是党加强

自身建设的根本着力点。按照十八大的部署，全

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

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归根到底，就是要保持党作

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的

执政能力，使党始终植根人民、造福人民而立于不

败之地。因此，“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基本要求，

既要贯穿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的各个

方面，同时也要贯穿到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

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各个方

面。落实十八大关于推进党的建设的各项决策，

都离不开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都必须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2012

年 12 月 4 日，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一致同意

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要

求下大决心改进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

问题。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从中央政治局做起抓

作风建设，雷厉风行，率先垂范，使全党和全国人

民感到一股新风扑面而来，不胜欣喜，精神为之一

振。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贯彻落实这些规

定，首先要靠思想上的自觉、认识上的提高。作风

是党的性质、宗旨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一

个人内在的政治灵魂决定其外在的工作作风，有

什么样的政治灵魂，就有什么样的作风。密切联

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是共产党员的马克思主义世

界观的必然表现，是内心信念和情感的自然流

露。懂得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国家的主人，共

产党员是人民的公仆，才能在工作中摆正个人的

位置，恭恭敬敬地向群众学习，勤勤恳恳地为人民

服务。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恶劣作风，其内在思

想根源是追求高居于人民之上当官做老爷的剥削

阶级腐朽思想，是蔑视群众、崇尚自我的唯心史

观。不转变世界观、历史观，不树立群众观点，就

不能真正改进工作作风。工作作风是如此，学风、

文风也是如此。有没有好的学风、文风，关键也在

于心中有没有人民，能不能正确对待群众。

相信和依靠人民，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

人不变的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

产党唯一的宗旨。我们党明确地把“坚持人民主

体地位”作为首要的基本要求提出来，并且始终不

渝地遵循，一定能使党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而始

终坚强有力。这样，国家的繁荣稳定、人民的幸福

安康，就有了根本的保证。

（本文是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

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研究”（11JZD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教育部高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原

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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