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年８月　第２１卷第４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１Ｎｏ．４Ａｕｇ．２０２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２－２１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１７ＣＫＳ０１８）；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自主科研

项目（２０２０ＹＪ０４８）

［作者简介］付克新（１９８３—），男，湖北省枣阳市人，武汉大学讲师，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系客座研究员，博士（后），主

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史、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

引用格式：付克新．思想史视域中群众路线的历史发展与理论构成论析［Ｊ］．郑州轻工业学院
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２１（４）：９－１７．
中图分类号：Ａ８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１２１８６／２０２０．０４．００２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２０）０４－０００９－０９

思想史视域中群众路线的历史发展与理论构成
论析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ｓｓｅｎｃｅｏｆｍａｓｓｌｉｎｅｉｎ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关键词：

群众观点；

群众方法；

群众工作；

群众路线

付克新
ＦＵＫｅｘｉｎ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剑桥大学 政治与国际研究系，英国 剑桥 ＣＢ３９ＤＴ

摘要：从思想史角度考察群众路线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关键环节，可以发

现，群众路线包括相互联系而又有机统一的三个基本维度，即群众观点、群众方

法和群众工作。其中，群众观点和群众方法是群众路线的观念维度；群众工作

作为群众路线的实践维度，体现着群众路线的观念维度向现实工作的实践转

化。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理论特质，正在于群众观点、群众方法和群众工作

三者良性互动而形成的有机实践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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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唯

物史观的重大发展和卓越贡献，是贯穿于中国

革命、建设和改革全过程的一条红线，在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理论和实践中都处于十分重要而

又极其关键的地位。从思想史角度考察群众路

线发展进程中的关键环节，有助于合理把握其

思想结构和理论特质，为在新形势下坚持、发展

与创新群众路线铺垫问题意识，提供思想资源。

从总体上看，当前学术界关于党的群众路

线的理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群众观点和群众

方法。学者们通常会引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下文简称《决议》）作为根据。《决议》把毛泽

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概括为三个基本方面：实事

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在此基础上，《决

议》把党的群众路线的内容概括为：“一切为了

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１］从文字表述的字面意思看，这个概括包

括两个部分，即群众观点（一切为了群众，一切

依靠群众）和群众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虽然这个概括似乎并没有把“群众工作”

独立出来作为群众路线的有机构成部分，但是

如果把《决议》对群众路线的概括放回到其文

本和整体语境之中进行理解，即从思想史视角

考察群众路线的历史形成过程与关键环节，那

么，群众路线还应该包括“群众工作”这一实践

维度。

就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组织路

线而言，群众观点和群众方法只有纳入到实际

工作之中才能够成其所是；如果只是停留于理

论层面，那就不能叫作群众观点和群众方法了。

即是说，当提到群众观点和群众方法的时候，群

众工作这一实践维度已经内在地蕴涵于其中

了。历史地看，作为群众路线的实践维度，群众

工作体现为党的具体实践工作，是在系统总结

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成为群众路线内在组成部分

的。唯其如此，如果在理解群众路线的时候，只

强调群众观点和群众方法而不突出群众工作，

群众路线的实践维度就可能会因为过于理论化

而脱离实践，从而无法得到切实贯彻执行。由

是观之，群众工作是理解群众路线必不可少的

一个方面，它是内在于群众路线的历史、理论和

实践之中的关键维度，体现了群众路线的实践

特质和根本规定性。

　　一、革命时期群众路线的实践探索

与理论自觉

　　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之初，已经注意到群众

工作在开展革命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共

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虽然陈独秀在致

会议代表的信中提出“慎重进行发动群众”［２］，

但他的信却表明了当时发动群众的工作正在筹

备之中或已经开展。这说明在党成立之初，发

动群众的工作已经为中国共产党所注意。在中

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农民对于革

命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重视：“中国三万万的

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３］１１３在中

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政治

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提到了“群众工作”

一词：“Ｃ．Ｙ．的群众工作太薄弱，或者 Ｃ．Ｙ．不

能在他的组织下面巩固他的政治影响。Ｃ．Ｙ．

将来的工作，一定要很注意于群众运动的

发展。”［４］

当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自己独立的军事力

量、革命工作还停留于发动罢工和准备零散暴

动的时候，教育、发动、组织群众的工作还没有

成为革命工作的主要部分。而在随后残酷的革

命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了与群

众保持密切联系和经常性地开展群众工作的必

要性。自此，群众路线不仅作为一种革命斗争

策略而获得运用，更被提升为关乎革命前途的

重大战略而成为革命工作的内在组成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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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真正走向实践，是从党独立领导武装

斗争开始的。１９２７年１０月下旬，在上井冈山

之前，毛泽东就要求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

关系、和王佐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他

强调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不起来

的。为此，他规定了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

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５］１６９，从而开

启了群众路线在革命实践中的探索历程。

１９２８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

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对革命工作中群众路线的实

践进行理论反思的起点。６月２９日，布哈林作

讨论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认为中国共产党现

在的中心工作应当是争取群众［６］。７月９日通

过的《政治决议案》指出：“争取群众是现时的

总路线。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

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

的势力还超过工农，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

众。”［７］中共六大以后，群众工作成为革命斗争

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党的群众路线的发展也进

入了新的阶段。在群众路线形成发展的每一个

环节中，群众工作都是和群众观点、群众方法密

切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作为群众路线的实践维

度实际引领着群众观点、群众方法的形成和完

善，成为观点和方法得以形成的实践基础。历

史地看，正是由于党在开展群众工作方面的接

续探索和长期实践，群众观点和群众方法才逐

渐成为指导革命工作的系统思想与核心方法，

从而把群众紧密团结在党周围并使之成为现实

的革命力量。这一探索过程伴随着革命时期党

全部工作的始终，经历过多次曲折但最终形成

了党的群众路线。

１９２９年６月１４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复

信中把群众观点当作政治观点的具体内容。周

恩来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

信》中也认为“红军的群众工作，四军过去有相

当努力”［８］３６，并提出“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

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８］３６。同年，中共

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强调在

军事工作中要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形成了《中

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

案》［９］，其中的第一部分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

误思想”。针对“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中央

强调“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

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

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

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离

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

项目标，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

军存在的意义”［１０］８６。这实际上是摒弃了过去

错误的纯粹军事主义的观点，明确地将群众工

作纳入到了军事斗争和革命实践中去。

１９３４年１月２７日，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

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强调：“因为革命战争是

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

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１０］１３６１９３７年５月，刘

少奇在延安举行的白区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中指出，“只有我

们的同志尊重群众，信任群众，群众才会尊重我

们，信任我们”［１１］６０。基于革命斗争中的探索与

实践，中共中央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１日作出《中央关

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对党的群众工作进

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指出“共产党必须进一

步依靠群众，必须深入群众工作，才能克服投降

与反共危险”［１２］，尤其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要

“以群众工作之好坏，作为判断当地党的工作

之好坏的主要标准”［３］１９１。在八路军、新四军活

动区域，“党的支部，必须以群众工作为基本工

作，每一支部必须变成每一个乡村每一个市镇

所有群众的核心，变成一切群众运动一切群众

斗争的宣传者、组织者与领导者”［３］１９２。这些都

深化了党对群众路线的本质及其重要性的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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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经过革命战争时期在教育、动

员与组织群众等各项工作中的实践探索、经验

积累和理论反思，为群众路线从经验积累向理

念提升、从实践探索向理论飞跃奠定了基础。

经过军事实践中群众工作的开展，中国共

产党人对群众路线的思考日趋成熟和完善。

１９４３年６月１日，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

若干问题》中，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

的高度，对群众路线进行了更具理论意义的概

括与提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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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

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１３］８９９随后在１０月

１４日的《切实执行十大政策》中，毛泽东在谈到

合作社问题时，更是把群众路线看作共产党区

别于国民党的根本标志，他说：“有无群众观点

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

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

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１４］由此可

见，毛泽东对该问题的分析已超越了事务层面，

经过理论提升已达到了方法论层面的自觉。这

一思想由此为中国共产党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对群众路线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和经典概

括奠定了理论基础。

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群众路

线在中共七大上获得了比较完备的理论形态。

对此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

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

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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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

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１３］１０９４－１０９５他进一步强

调：“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

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

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

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

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１３］１０９５毛泽东尤其

强调指出：“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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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

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

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

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

会被我们所压倒。”［１３］１０９６

在《论党》（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

刘少奇肯定毛泽东“善于把群众的经验、意志、

思想集中起来，又应用到群众中去”［１１］３３６的观

点，并从理论角度较为系统地概括了群众路线

的内容。刘少奇强调：“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

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

织路线”［１１］３４２，指出“我们的这种群众路线，是

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具有的。我们的群众

路线，也就是阶级路线，就是无产阶级的群众路

线。我们对人民群众的这种观点，我们与人民

群众的这种关系，是和一切剥削阶级对待人民

群众的观点及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根本不相

同的”［１１］３４３。

刘少奇明确了群众路线的理论地位，指出，

“所谓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党的群

众路线，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

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

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

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

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毛

·２１·



付克新：思想史视域中群众路线的历史发展与理论构成论析

泽东同志说：我们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应该是

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不但我

们党的政治路线，而且我们党的组织路线，都应

该是正确地从群众中来的路线，又正确地到群

众中去的路线。”［１１］３４８他还把群众观点具体表

述为四个方面：“第一，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

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

点”［１１］３４８；“第二，就是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

观点”［１１］３４９；“第三，就是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

己的观点”［１１］３５０；“第四，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

的观点”［１１］３５２。在刘少奇看来，这“就是我们的

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

众的观点。我们同志有了这些观点，有了坚固

的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

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１１］３５４。“我

们党的及我们党所领导的各种工作、各种事业，

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并都是（无一项不是）经

过人民群众去进行的工作，都应该有群众观点、

走群众路线去进行。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

线，都要有群众观点。”［１１］３５４－３５５

在《论党》中，刘少奇对群众工作在群众路

线中的重要性作了解释和说明：“我们党内的

工作，也是群众工作，也要走群众路线。”［１１］３５５

至于如何才能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群众路

线，刘少奇认为：“只有当我们同志善于思想，

善于在一切具体情况下，正确地区别与配合人

民群众的部分利益与根本利益时，才能有彻底

的群众路线。”［１１］３５５刘少奇对在实际工作中贯

彻群众路线应当做到的要点和需要防止的几种

倾向也进行了说明：“我们要照顾全体，照顾多

数，不要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我们要密切联

系群众，不要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我们要

领导群众前进，但是不要命令主义。我们要密

切联系群众，但是不要尾巴主义。”［１１］３５７刘少奇

总结道：“我们要在自己的工作中，把最高的原

则性和与群众最大限度的联系相配合。这就是

我们的群众路线。”［１１］３５８

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对群众路线的分析与

概括，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

革命战争年代实践经验的理论深化，标志着中

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经过实践探索、经验积累和

提升，已成为成熟的理论体系。而在这个理论

体系中，群众观点、群众方法和群众工作共同构

成群众路线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三者相互联

系和贯通，缺一不可。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群众

路线的发展与创新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政权，

如何建设新中国、建设什么样的新中国，随即成

为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课题，群众路线也成为

指导我们党建立新中国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

价值目标。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应当

“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

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１５］１４８０，采取“在工农联

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５］９２６，把“对人民内

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１５］１４７５两

者结合起来。为了确保人民政权的民主性质和

人民群众对于执政党的监督，毛泽东在回答黄

炎培提出的兴亡周期律问题时答道：“我们已

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律）。这条

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

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

政息。”［１６］１４８－１４９这无疑确认了新生国家政权的

人民当家做主的性质。

其次，在人民群众建设新中国的热情高涨

的情况下，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社

会主义基本制度得到确立。为了改变一穷二白

的落后局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中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

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索。在《论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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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影响下，中共八大通过了的《关于政治

报告的决议》，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

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

矛盾”［５］１５００，规定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集中

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尽快从落后农业国变为先

进工业国，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发展生产

力”［５］１５００。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作了《关于修

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把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放

在中心地位，强调反官僚主义与发展党和国家

的民主生活［１７］１２１。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开幕词

中也对八大的任务作了说明：“总结从七次大

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

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

中国而奋斗。”［１７］３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上

述探索，说明从革命到建设的过渡和转型已成

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共识。

再次，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和国内出现的

罢工罢课等现象，推动了中国国家政治生活主

题的转换和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

型，再次凸显了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毛泽东在

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以《关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下文简称《正

处》）为题发表讲话，启动了新中国政治转型的

《正处》时期。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

毛泽东点明了《正处》的目标，即“造成一个又

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

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

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

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

受风险”［１８］５４３。毛泽东又指出了实现《正处》的

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１８］５４４，明确把《正

处》与群众路线统一起来：“所谓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

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

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１８］５４７

为了改变中国生产力落后、人民生活水平

低下的状况，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

小平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开创了改革开

放的历史新时期，由此也开启了群众路线在新

时期的实践进程。

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和社会

主义本质论，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成为中国推

进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

有感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因缺少制度和

法律规范而导致的社会混乱失序，为了实现人

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监督方式的制度化、推进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邓小平明确了人民民主

法制化的重要性：“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

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

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

变。”［１９］１４６针对当时法律很不完备的情况，他认

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各种必要的法律，力求做

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

究”［１９］１４７。邓小平对于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

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的论述以及实现社会主

义法制的十六字诀，为江泽民提出依法治国、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提供了理论支

持和思想资源。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的基本方略，确立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

化、法律化的实践方式，取消了人民群众监督党

和政府的四大形式，在避免由无序参与而导致

的社会混乱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在人

民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前提下，如何保障人民

群众充分表达自身的愿望和利益，在实际工作

中仍然是一项不可轻视的重要课题。

为了应对改革开放不断走向深入遇到的结

构性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构想，为了解决

党内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不符合党的

性质和宗旨的问题，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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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

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

《决定》认为党内存在着损害党同人民群众血

肉联系的问题，其中和群众路线密切相关的问

题主要是“有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脱离

群众、脱离实际，不讲原则、不负责任，言行不

一、弄虚作假，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个人主义突

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这些问题“严重

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必须

引起全党警醒，抓紧加以解决”［２０］。因此，必须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弘扬党

的优良作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

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

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实现党的性质宗旨和群

众路线的价值理念。胡锦涛在《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９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下文简称

《讲话》）中指出，“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

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

危险”，要求“正视并及时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

问题”，“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诚心诚意为

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始

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２１］。《讲

话》认为，“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

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指出“我们

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

利益”，“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

最高位置”［２１］。这些论述为正视并解决党内不

适应新形势新任务、不符合党的性质宗旨和群

众路线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和思想

资源。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道路、制度、理论和实践的理念体系出

现了聚合发展和综合创新的态势，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条件下相继提出了一

系列重大的战略方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和发展了包括群众

路线在内的关乎党的性质宗旨和执政使命的核

心理念。其中，对群众路线的坚持和发展主要

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在中共十八大阐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极具感染力和号召

力的奋斗目标，成为凝心聚力共谋发展的标志

性概念。“中国梦”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

民幸福有机统一在了一起，是对唯物史观和群

众路线基本观点的坚持和发展。其次，以“为

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在全党进行群众路线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提出了“照镜子、正衣冠、

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聚焦克服“四风”问题，强调应对“四大

考验”、战胜“四大危险”，就必须坚持和发展群

众路线这条“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

线”，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努力做到

“三严三实”。习近平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系列重要讲话中反复强调作风建设的核心问

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解决当

前突出问题和建立长效机制结合起来，把群众

路线贯穿于各项工作和所有方面，体现了群众

路线的实践特质和群众工作的突出地位。再

次，在相继提出并阐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

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重大战

略的基础上，构筑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２２］。

“四个全面”不仅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和实践体系推向了新的战略高度，还始终把人

民群众放在每一个“全面”的中心位置。最后，

在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

展理念的同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２３］，高度强调了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

代化事业中的主体地位。这些新的战略思想把

群众路线的精神实质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各项重大实

践之中，是对群众路线的创造性发展。

从群众路线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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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来看，群众路线作为一个引领中国共产党

理论和实践的思想体系，包括群众观点和群众

方法这两个理论维度，以及群众工作这一实践

维度。这三个维度之间的相互关联构成群众路

线的整体结构，既具有辩证、复合、立体的特点，

又贯通了理论和实践，从而构成了一个不可分

割的整体。特别是群众工作这一重要的实践维

度，不仅贯穿于群众路线形成与发展和创新的

全部历史—思想—实践进程，而且对于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贯彻群众路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指导

意义。

　　三、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特质

通过考察群众路线实践探索与理论成熟的

思想史进程，结合中共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事业的实践经验，可以发现：对群众路线

的理解不能够局限于观念维度，必须看到群众

路线的实质正在于其实践性。要想真正贯彻群

众路线关于群众观点和群众方法的根本要求，

必须将其融入到实践过程之中。但在现实生活

中，仅强调群众观点和群众方法，似乎有“说说

而已、不看实效”的不良倾向，从而把群众观

点、群众方法和群众路线虚置化为日常说辞。

对于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的性质和

宗旨永不变色来说，这种倾向容易造成严重脱

离群众的危险。防范这种危险倾向，需要深入

理解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

求，并对其理论特质作进一步的考察。

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

的唯物史观出发，结合中国共产党对于尊重人

民群众历史主体性和首创精神的强调，中国共

产党群众路线的理论特质可以理解为：融贯了

价值理念、政治思维和实践工作三个维度，将理

论和实践有机统一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具体来

说，就是要坚持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角度去

理解群众路线，不仅要看到群众路线包括群众

观点和群众方法，而且要认识到在群众路线的

历史形成和当代实践中，群众工作作为群众路

线的实践维度有着特别的重要性。

在构成群众路线的这三个基本维度中，群

众观点是和党的性质、宗旨相一致的价值理念

维度，是党带领人民接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引领；群

众方法则结合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中国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是科学的思维方式

和工作方法，凝聚着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

的智慧；群众工作则从根本上规定了群众路线

的实践本质，是避免其在实践中被虚置的法宝。

由此可见，群众观点、群众方法和群众工作这三

个方面作为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构成了

群众路线的内在理论结构；只有把群众观点、群

众方法和群众工作看作构成群众路线思想和理

论体系有机整体的基本维度，并在三者的良性

互动中理解、贯彻群众路线，才能够广泛调动人

民的积极性，凝聚人民的力量和智慧，真正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心聚力。

从上述关于群众路线理论特质的分析中可

以看出，群众路线并不是要把领导和群众截然

分隔开来，形成“我是领导，而你们都是被领导

的群众，要一切唯领导是从”这样教条而僵化

的官僚管理体制，而是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群众、

一切工作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观，以真正处理好党和政府与人民群

众之间的关系。在新形势下，党的全部理论和

实践工作、党员的所有行动都应紧紧围绕着

“人民群众”这个中心，把人民群众看作建设、

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中

共十八大以来对群众工作的高度重视，充分彰

显了群众路线的这一理论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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