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１５卷　第３期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１５　Ｎｏ．３
　２０１４年６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ｕｎ．２０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４－１０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ＡＨＳＫ１１－１２Ｄ２８）
［作者简介］马东景（１９６９—），男，安徽省宿州市人，安徽大学博士研究生，安徽新华学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

义理论。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３０－０７

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以人为本思想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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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人为本理念是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思想基础。追溯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以人为本思
想之源，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这一思想的真理性和科学性，确立我国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社会

治理的基础在于人民群众，社会治理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创新社会治理实践的关键在于民众参与。

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以人为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它汲取了我国古代民本思想

的精华———民为邦本、立君为民，顺应民心、与民同乐，解民疾苦、富民为要；同时，这一思想主要是

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理论基石之上，与毛泽东思想中的以人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构成。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治理价值取向，是我国社会治理创新

取得成效的根本保证。

［关键词］社会治理创新；以人为本；民本思想；经典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中图分类号］Ｄ６１６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６

　　我国社会治理需要创新，而创新首先是理念的
创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

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充

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思想。以人为本作

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也是我国创新社会治理

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理念，它博大精深、内涵深

刻。但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其深刻理论基础

的。追溯社会治理之以人为本思想之源，理清其来

龙去脉，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这一思想的逻辑进程

和历史必然性，深刻理解其真理性和科学性。

社会治理之以人为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长期

积淀的结果，它汲取了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精华，然

而今天它又是建立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坚

实理论基石之上、与毛泽东思想中的以人为本思想

一脉相承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

构成。惟其如此，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应确立以人

为本理念，要牢牢坚持社会治理的基础在于人民群

众、社会治理成果由人民所共享、创新社会治理的实

践关键在于民众参与的价值取向。

　　一、文化积淀：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的

精华

　　我国古代社会治理之民本思想萌芽于殷周，历
经战国、汉唐，至宋明时期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形

态。可以说，社会治理之以人为本思想饱含着深厚

的中华民族文化底蕴，是中华传统文化长期积淀的

结果，是对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积极扬弃的结果。笔

者认为，我国古代社会治理之民本思想的精华主要

体现为：民为邦本，立君为民；顺应民心，与民同乐；

解民疾苦，富民为要。

１．民为邦本，立君为民
早在西周时期，统治者就认识到治国之要是

“民本”和“仁民”，提出“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

本，本固邦宁”［１］的思想。儒家重民思想成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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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创始人孔子主张

“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礼记·哀公问》）。儒家

亚圣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２］。战

国末期思想家荀子的名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

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３］已成为我国历代明君

贤相治国安邦的警世通则，它深刻揭示了民众的伟

大作用，提醒统治者不要轻视民众的力量。汉初思

想家贾谊则说：“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闻

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

以为本。”［４］（Ｐ３３９、３３２）西汉皇族刘安曰：“食者，民之本

也。民者，国之本也。”“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５］

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

（《贞观政要·论务农》）。

２．顺应民心，与民同乐
孟子曾指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

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

上》）。“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

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上》）。孟子主张为政者

要与民同好恶，与民同忧乐，并多次向当时的统治者

建议“与民偕乐”（《孟子·梁惠王上》）。管子曰：

“善为国者，顺民之意”，“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

所废在逆民心”［６］。老子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

心为心。”（《道德经》第四十九章）汉代王符提出：

“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

逆。”［７］（Ｐ１７）宋代杨万里则指出：“人之命在元气，国

之命在民心。”（《壬辰轮对第一札子》）明代陈以勤

提出“爱民实为人君之先务”（《皇明经世文编卷之

三百十》）。清初黄宗羲提出了“盖天下之治乱，不

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８］。清代唐甄则

指出“虽官有百职，职有百务，要归于爱民”（《潜

书·考功》）。可见，以上思想家都深刻认识到忧乐

天下、得失民心的重要性，警示统治者民心向背是治

乱兴衰的分水岭，对待民众要有开阔的胸襟。历代

贤君也深谙此道，如唐太宗就很注意笼络人心，经常

告诫官吏以谋百姓甘乐为己任，从而开创了贞观之

治的太平盛世。

３．解民疾苦，富民为要
我国古代民本思想家都十分关心民众疾苦，深

刻认识到治国必先富民的道理，主张轻徭薄赋、赈济

灾民、劝课农桑、藏富于民。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

“仁政”。孔子认为“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

也”（《孔子家语·贤君》），荀子提出“足国之道，节

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荀子·

富国》）。管子主张施民以惠，改善民生，“凡治国之

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管

子·治国》）。汉代王符提出了“为国者以富民为本

……民富乃可教……民贫则背善”［７］（Ｐ５）。汉代贾谊

指出：“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

“民非 足 也 而 可 治 之 者，自 古 及 今，未 之 尝

闻。”［４］（Ｐ３３７，１６６）汉代刘向认为，“善为国者”对待民众

宜“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说苑·政

理》）。汉代淮南王刘安认为，“治国有常，而利民为

本”“安民之本，在于足用”［５］。宋代苏辙说：“去民

之患，如除腹心之疾。”（《新论下》）富民思想对许多

统治者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认为，“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明太祖实录》卷

一七六）。清代康熙皇帝则认为“为天下民生忧心”

（《康熙圣思录》）乃君道之基。

民本思想在我国唐代贞观时期的社会治理实践

中曾被成功运用，并取得了昭彰历史的成效，即著名

的“贞观盛世”。唐太宗贞观年间（６２７—６４９），民本
思想发展达到顶峰，唐太宗李世民在政治、经济、立

法、司法、民族关系等问题上所采取的治国方略无不

渗透着民本思想。“贞观之治”时期的统治者亲历

了隋末农民大起义，深刻认识到人民在社会历史发

展中的重大作用，因此，其治国理念能够注意民本思

想，关注人民利益。唐太宗李世民曾提出，“君依于

国，国依于民。克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

身毙，君富而国亡”（《资治通鉴》卷一二九），从而形

成了“畏民、存民、安民”的民本政治思想。唐太宗

李世民大力推行并实践民本思想，制定并实施了一

系列体现民本思想的措施，包括节俭自律、轻徭薄

赋、兴农护民等与民休养生息相关的政治措施，采取

了以仁治国、执法宽平、率先垂范、公正严明、慎重刑

罚等依法治国方略，实施了广开言路、鼓励进谏、广

听民意，以及任人唯贤、知人善任、整顿吏治等政权

建构原则及措施。正是由于以上政策和措施的实

施，才出现了“贞观盛世”：“其时，风调雨顺，年登岁

捻；人无水旱之弊，国无饥馑之灾”（《贞观政要·征

伐》），“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

外户不闭，又频致丰捻，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

于岑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道”

（《贞观政要·政体》）。

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既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

义，也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这种民本思想归根结

底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虚伪

性。统治阶级对人民大众做出的种种让步，多属无

奈之举，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斗争的结果。作为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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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术略的民本思想，是为了更好地“牧民”“御

民”，谋求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之间的动态平衡，消

解矛盾和冲突，从而更好地维护剥削阶级利益和统

治秩序。当然，我们要用辩证的和历史的眼光去看

待它，对其不能全盘否定，其在重民、顺民、富民等方

面的思想和做法也确实使人民群众得到某些好处，

有利于社会进步。对其应采取的正确态度是：去其

糟粕，取其精华，在批判继承的同时要看到其与以人

为本思想的本质区别。

　　二、理论基石：经典马克思主义人本

思想

　　经典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是我国社会治理中以
人为本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经典马克思主义人本

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人类社会

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和必然结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

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特色

社会治理理论体系以人为本思想的大厦就是在经典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理论基石上建立起来的，是

其与时俱进的合乎逻辑的产物。

与中国人本思想重在提醒“君主”不同，以文艺

复兴为标志的西方人本主义的复兴，旨在唤起“民

众”，不仅深刻影响了４００多年的近现代史，也成为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来源之一。基于此的经典马

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主要涵盖以下４方面内容。
１．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
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人的社会，社会历史运动和

发展的主体是人，“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

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９］。马克

思还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历

史的发展是由人的物质性实践活动推动的，人通过

发挥自己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来认识世界和

改造世界，推动社会历史不断向前发展。正是从这

个意义上说，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

马克思、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在

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他们认为，整个世

界历史不过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作为

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生产实践活动

创造了物质财富，这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同时人民群众也参与了精神财富的创造，可以说，一

切科学、艺术、文化等都根源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实

践。所以，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居于支

配地位，起决定作用。列宁在领导苏维埃政权建设

过程中也十分强调人民群众的决定性作用，他说：

“全人类的首要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如果他

们能够活下去，我们就能成就一切，恢复一切。”［１０］

２．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马克思从人的需要与利益出发来考察社会历史

发展的动力问题。他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离不开

人的生产实践活动，而人的生产实践活动又与人的

需要和利益紧密相关。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人的

需要是人们进行各种活动的内驱力，并随着社会的

发展而不断发展。“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

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

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１１］生产关系则使人的需

要转化为利益，利益能唤起人们活动的激情，促使人

们积极行动起来，是人们从事一切活动的原动力。

“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１２］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是人在推动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更替。正是

人的需要和利益的不断产生与满足推动了社会历史

的发展。

３．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目的
马克思认为，人不仅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手段，更

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人类创造财富的目的归根结底

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实现自身的解放。人是社

会历史发展的手段与目的的辩证统一。对此，马克

思曾作了很好的说明：“（１）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
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２）每个人只有作
为自我目的（自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

段（为他的存在）；（３）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
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

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１３］列宁也曾指出，

“‘历史’可不是利用人作为工具以达到自己目的的

某种特殊的人格，它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

活动而已”［１４］。

４．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
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所追求的

崇高社会理想，而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全面而自由发

展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目标。马克思、恩格斯

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

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

条件。”［９］（Ｐ５３）他们认为，人的自由发展是人的活动

的一种自觉自主状态，是人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

束缚和限制的摆脱与超越，是不断提高自己改造世

界的能力，不再盲目受自然的摆布；是不断突破社会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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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限制，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不断超越自

我，提升自身的能力。恩格斯在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之初就曾指出，应当“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

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

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１５］。人

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多方面的协同发展，包括人的

各种能力的全面发展，个人需要的全面发展，个人社

会关系的全面发展等。马克思晚年在深入研究资本

主义社会现实和认真总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

上，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

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

式”［１６］。

１００多年过去了，但经典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
的基本原理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过时，仍然具

有重要的时代价值，闪耀着真理的光辉。经典马克

思主义人本思想的主体观、动力观、目的观和自由全

面发展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我国社会

治理所应坚持的以人为本思想打下了坚实的理论根

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这是以人为本思想真理

性和生命力的科学前提。

　　三、一脉相承：毛泽东思想中的以人

为本思想

　　我国社会治理中的以人为本思想与毛泽东思想
中以人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思想中的以

人为本思想在批判吸收我国古代民本思想基础上，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具体包括以下

３方面内容。
１．人民动力观
人民动力观是毛泽东思想中以人为本思想的主

要内容之一。毛泽东的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

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１７］（Ｐ１０３１），就是其人民动力观

的生动写照。早在１９２０年代，毛泽东就看到了人民
群众的巨大力量，提出了民众大联合的思想，认为改

造社会之黑暗、拯救人类之苦难的力量就在于民众

大联合；他还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民众大

联合的胜利，为中国革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抗日

战争时期，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的坚决斗争是抗日

战争的不竭动力和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他认为农

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抗日战争中具有特殊

重要的意义，“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

争”［１８］。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

都是纸老虎”［１９］的著名论断，因为“决定战争胜败

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１９］。广大人民

群众不但是推动革命前进的力量，也是保护革命成

果的强大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又强

调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认为社会财富是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创造的，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

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

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２０］。

２．人民民主观
人民当家作主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以人为本思

想的一条主线。民主问题一直是毛泽东思考的历史

性课题，他强调要尊重和保障人的人格和尊严、平等

和自由、生存权和发展权，让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

的主人，享有真正的民主权利。毛泽东领导建立了

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强调用国家政权的力量

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人民民主专政是人民内部的

民主与人民对敌人的专政的统一，对敌专政是保障

人民民主的前提条件。１９５４年颁布的我国宪法明
文规定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权组织形式，从法律和组

织上保证了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包括人民的管理

权、监督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毛泽东认为，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实行革

命人民的民主，它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旧民主是不同

的，它是更广泛的民主”［２１］。人民代表是人民自己

选出来的，要让人民代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充分

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在处理民族问题时，

要让每个民族都当家作主，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

等。在对待民主党派问题上，要贯彻落实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能流于形式。

３．人民利益观
人民利益观是毛泽东思想中以人为本思想的另

一个重要体现，它要求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中，要以

人民利益为出发点，把人民利益放在至高位置。毛

泽东的人民利益观可以概括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他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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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就 是 我 们 的 出 发

点。”［１７］（Ｐ１０９４－１０９５）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

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除了

人民的利益外，党没有其他任何特殊利益。“我们

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

的利益工作的。”［１７］（Ｐ１００４）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和建

设实践中，总结出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群众路

线是人民利益观的必然要求，毛泽东指出群众路线

要体现在党的方针、政策和共产党员的实际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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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他曾说：

“我们是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

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共

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

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

标准”。［１７］（Ｐ８６４，Ｐ１０９６）

虽然后来毛泽东在探索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出现

了偏差，丢弃了自己的一些正确思想，但这并不能否

定毛泽东以人为本思想的正确性和历史地位，它是

我国社会治理以人为本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如果

说经典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为我国社会治理以人为

本思想打下了坚实的理论根基，那么可以说毛泽东

思想中的以人为本思想为我国社会治理以人为本思

想搭建了框架。

　　四、发展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治理

理论以人为本思想的理论深化和实践

创新

　　以人为本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的灵
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基本价值取向的以人为本思

想，是对我国历史上民本思想的扬弃和对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人为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

经历了从邓小平理论中的民主政治建设理论及其实

践，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化，再到科学发展

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丰

富和发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对我国社会管理

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治理的新理念，

至此，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以人为本思想的发展

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１．邓小平理论中的“以人为本”思想在社会管
理理论与实践中的体现

邓小平理论中的“以人为本”思想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以人为本的社会管理思想集中体现于其民主政治

建设的理论及实践中。邓小平曾指出：民主政治的

根本任务和最终目的就是“要在政治上充分发扬民

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

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事业的权

利，享有各项公民权利。”［２２］他积极倡导和践行群众

路线，坚持人民利益标准；对于政治文明建设，坚持

依法治国，对干部人事治理要求科学化、规范化和制

度化，确保党员干部永葆人民公仆的本色。实践上，

邓小平紧紧围绕解决民生这一体现中国共产党以人

为本执政理念的主题，并贯彻在各个方面。政治上，

贯彻人民民主主题，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真正

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确保社会稳定。经济上，通过对

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重新认识，对我国社会主义发

展初级阶段的准确界定，得出国家的根本任务就是

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落实按劳分

配的政策，确保人民利益，积极促进就业，加强社会

保障，为改善民生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保持国家稳

定。文化上，贯彻以人为本思想，强调科学技术是第

一生产力，重视知识的重要作用，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做出优先发展教育这一重大决策，提高全民族的

文化水平；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

都要硬”方针，维护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邓小平理论中的社会管理思想充分体现出其以人为

本的精神内核。

２．“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我国社会管理以人
为本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

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对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正确判

断和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把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新

的经验加以概括、总结而形成的，是对“建设什么样

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现实问题所进行的理

论探索和实践创新。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了完整的表述，他强调指

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质在于坚持执政

为民；把“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

为党的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三个代表”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核心是人民

的利益，其中，发展先进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和实

现人民利益的基础和前提；发展先进文化，是发展先

进生产力和实现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重要思想保证和

智力支持；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是

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始终贯穿着人民主体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以人为本思想的进

一步深化和具体化。

３．科学发展观对我国社会管理以人为本思想的
进一步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代表的第四代中央领

导集体关于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同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是

在对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以及世界发展趋势

的深入分析和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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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经验，并借鉴国外的发展经验，适应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新的要求而提出的新的命题。

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对科学发展观的科

学内涵作出了准确的界定：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

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

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是统领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指导思想，要把科学发展观贯

彻落实到我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实现经济社会的永续

发展。科学发展观中内在地包含有社会建设、社会

管理的科学规划、科学管理等科学发展思想，科学发

展观的以人为本核心思想当然成为我国社会建设、

社会管理的核心指导思想。这是合乎科学发展观理

论逻辑的。科学发展观以“以人为本”思想为核心，

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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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在社会管理

上，就是要调整社会矛盾，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人

民利益为根本，以人民和谐为表现，以人与自然和谐

为保证，让全体人民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通过实

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来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实现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４．从十八大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由“社会管理”
到“社会治理”的转变，标志着我国以人为本社会治

理理论与实践的深化与创新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８日，胡锦涛在中共第十八次代
表大会上作了题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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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
告，报告第一部分在对我国社会建设取得的成就进

行总结时提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社会保持和

谐稳定”［２３］，并从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教育事业、建

设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总结了我国社会管理的具体

创新性举措。这些举措无不是贯彻了“发展为了人

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以人为

本思想的结果。在报告第一部分的最后，胡锦涛对

以人为本思想在科学发展观中的核心地位加以强

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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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际一切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

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２３］。报告第七部分“在

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第六分

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胡锦涛提出“提高社

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必须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

机制、能力、人才队伍和信息化建设，……增强人民

团体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职能，引导社会组织健

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

用”［２３］，努力建成一个“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

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可以看出，十八大报告中已充分认识到我国社

会管理所发生的重大变化，那就是随着“社会碎片

化”问题的出现，社会组织等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

作用应该充分加以重视和运用。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在我国改革事业全面深

化的形势下召开的一次盛会，全会以高昂的姿态宣

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２３］。“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

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

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要改进社会治理方

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

盾体制”［２３］，这里与十八大报告相比一个最显著的

变化是把“社会管理”转化为“社会治理”的提法，笔

者赞同有的学者的说法：将“社会管理”转化为“社

会治理”，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体现出我国在社会建

设方面思维方式的调整。第一，“社会治理”说更能

体现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治理主体

的多元化趋势要求；第二，“社会治理”更好表现出

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如社会组织等之间在社会治理

过程中的良性互动关系，这也是社会治理取得良好

效果的内在要求。“社会治理”理念是我国在社会

建设实践中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对于如

何推进社会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十八届三中全

会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

位，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

加健全的民主”，“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

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

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

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２４］至

此，我国以人为本的创新社会治理理论得以形成，创

新实践活动得以更充分的开展。

总之，我国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以人为本思想具

有深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底蕴，它建立在经

典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的坚实理论基础之上，

与毛泽东思想中的以人为本思想一脉相承，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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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构成。坚持以人为本

的社会治理价值取向，是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取得成

效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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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赵守正．白话管子［Ｍ］．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５：３９３．
［７］　〔汉〕王符．潜夫论·诸子集成（第４册）［Ｍ］．长春：长

春出版社，１９９９．
［８］　〔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１册）［Ｍ］．杭州：浙江古

籍出版社，２００５：５．
［９］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Ｃ］．北

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０］列宁．列宁选集（第 ３卷）［Ｃ］．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８２１．
［１１］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Ｃ］．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７９．
［１２］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Ｃ］．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１８７．
［１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Ｃ］．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１９８．
［１４］列宁．列宁全集（第 ５５卷）［Ｃ］．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１９．
［１５］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Ｃ］．北

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２８９．
［１６］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Ｃ］．北

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６８３．
［１７］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３卷）［Ｃ］．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１．
［１８］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２卷）［Ｃ］．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６９２．
［１９］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４卷）［Ｃ］．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１１９５．
［２０］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６卷）［Ｃ］．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４５７．
［２１］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３卷）［Ｃ］．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６：３３７．
［２２］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２卷）［Ｃ］．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３．
［２３］十八大报告文件起草组．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４］候惠勤，范希春．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十八讲［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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