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11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

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

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以下简称 《决议》）。“坚持人民至上”

是 《决议》 总结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十大历

史经验之二。这一伟大历史经验贯穿于百年党

史和党的建设之中，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党执政兴国

的最大底气，也是党长期执政合法性的基石。

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到党的

生死存亡。正如 《决议》 所强调的，“党代表

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

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

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是党立于不败

之地的根本所在。”①追溯“坚持人民至上”伟

大历史经验的形成来源，理解其深刻内涵，对

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道路上再创新的辉煌，具有重要

意义。

一、“坚持人民至上”的生成逻辑

“坚持人民至上”伟大历史经验的生成逻辑

具有三重来源，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

理论来源，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深厚底蕴的

历史文化来源和以“为了谁，依靠谁，我是

谁”为价值判断的实践来源。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来源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

义作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关于坚持人民立

场的思想具有三层意涵。

一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马克思和恩格

斯在合著 《神圣家族》 中深刻批判了青年黑格

尔派宣扬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论证了人民群

众的历史创造作用，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

正主体。历史活动是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

的活动，就本质上讲，“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

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

扩大。”②
二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马克思认为，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

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全部社

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③共产主义是一种

客观的历史运动，是人本身的解放，是对人本

质的真正占有，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完成了

的人道主义的统一④。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

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⑤共

产主义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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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三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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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

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一方面，

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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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

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

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

利益。”⑧
总之，马克思主义作为关于无产阶级解

放、全人类解放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学

说，其人民立场贯穿于理论体系的全部。因

此，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

的内在要求，也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立场。

（二）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深厚底蕴的历

史文化来源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古圣先贤

俯仰天地、洞察人文，意识到民心所向天命归

之的政治成败规律，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

自我民听”⑨自警，敬天保民，朝乾夕惕，总结

出了“德惟善政，政在养民”⑩的执政理念。而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I1的民本思想作为这种

执政理念的核心，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中发挥了

巨大作用，也成为了一以贯之的治道传统，流

传至今。“民为邦本”是中国民本思想的源头。

人民是国家的根本，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国家

才能够安定繁荣，这就是大道运行的规律。“大

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具体表现在“选贤与

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

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

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I2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概言

之可分为贵民重民、爱民恤民、富民利民、恕

民教民四个方面�I3。《孟子·尽心下》云：“民为

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王制》 云：

“君，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

舟。”此之谓贵民重民。《六韬·国务》云：“善

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

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

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此爱民之道也。”《周

礼·地官司徒》 中记载了六种保息之法以养万

民，即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安

富。此之谓爱民恤民。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为

民制产、轻徭薄赋、抑制兼并 （资本） 的制

度，是富民利民的具体体现。《论语》记载孔子

访问卫国，对冉有讲出了“庶之”“富之”“教

之”的治理顺序，强调在人口增加百姓生活富

足之后，要以德教民，但是“不教而杀谓之

虐”，因此要先恕后教。总之，中国古代经济、

司法、文化、教育等制度中的很多设置，都体

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

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

响。文化一脉相承，历史无法割裂。古代民本

思想也为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和群众路线提供

了重要的历史文化借鉴。

（三）以“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为价

值判断的实践来源

2019 年 3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

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

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干部要把人民放

在心中最高位置。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

通、生死与共，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

的根本保证。离开了人民，我们就会一事无

成。要牢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任何时候都不

能忘记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真正同人民

结合起来。”�I4
“我是谁”是立足点。作为无产阶级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母体是工人和农民。1927年中共

五大时，全国5.79万党员中，工人和农民分别

占50.8%和18.7%�I5。新中国成立时，全国448.8

万党员中，工人和农民分别占2.5%和59.6%�I6。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最新统计，截止到2021

年6月5日，全国共有9514.8万党员。党的阶级

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断巩固壮大。党员队伍中，

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管理人员 1061.2 万名，

占 11.2% ；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1507.5 万 名 ， 占

15.8%；工人和农民分别为648.1万名和25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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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名，共占党员总数的33.9%�I7。可以看出，广

大的人民群众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新鲜血液的来

源。从人民群众中走来的特点，使党向人民群

众中走去成为了必然要求。

“依靠谁”是出发点。1934年，毛泽东同志

在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一文中指

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

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I8中国共产党

代表了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新中国成立

后，遵照毛泽东同志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提议：各级政府和各

种政权机关都加上了“人民”二字。1968 年，

毛泽东同志晚年时依然强调：“我们的权力是谁

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

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

的。”�I9
“为了谁”是落脚点。“为什么人的问题，

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20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守一切为人民

的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章程》 规定：“党在

任何时候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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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权为民所

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党的十九大报

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21
正是在理论来源、历史文化来源和实践来

源三重影响之下，从毛泽东同志“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到习近平总书记“人民至上”，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无不是坚持人民立

场。从根本上说，党的理论就是一切为了人民

的理论，党的路线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的路线，

党的事业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的事业。

二、“坚持人民至上”的实践表达

在党领导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勇毅前行的

百年征程中，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一）站起来

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

劫难，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无数

志士仁人为救亡图存不断尝试、奋起抗争，先

后有禁烟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

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辛亥革命

后，又几乎尝试了所有的政治体制，君主立宪

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

但是，所有的运动和政治体制尝试最终都失败

了。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历史发展的

规律，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实现

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在革命斗争

中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

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

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伟大胜利，彻底结束了中国长期分裂的局

面，完成了祖国大陆的高度统一和民族团结，

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国人民从

此站了起来，并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土地改革使全

国3亿多农民无偿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批生

产资料，完成了中国几千年来土地制度上一次

最重大、最彻底、最大规模的改革；取得了抗

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的安

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确立了人民大表

大会制度，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建立了

独立且比较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经过几个五

年计划的建设，到1978年，国民生产总值和财

政收入分别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了几倍、十几

倍的增长；成功发射“两弹一星”，显著提升了

中国的战略能力、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为国

家和平发展创造了条件；此外，还取得了文盲

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80%下降到了 30%，人

均寿命从35岁上升到65岁等各项事业的进步。

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

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

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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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飞跃�22。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

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

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

强的伟大飞跃�23。

（二）富起来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党和国家面临

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

纲”，拨乱反正，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改革开放四十年里，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

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

务实，大胆地试、勇敢地改，干出了一片新天

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兴办深圳等经

济特区、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深化国

资国企改革、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混合所

有制经济，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到全面深化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和党

的建设制度改革等。

人民群众最了解实际情况，最容易发现问

题，最有解决问题的经验，也最能够创造出解

决问题的办法�24。邓小平同志说过：“改革开放

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

的……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25
改革开放四十年，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年均

实际增长9.5%，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

的比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8%上升到15.2%，累

计 减 贫 7.4 亿 人 ， 九 年 义 务 教 育 巩 固 率 达

93.8%，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9亿人，医疗保

险覆盖超过13亿人�26。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

初明确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

灭贫穷；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

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辉

煌成就，回答了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对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生动诠释。

《决议》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我国实现了从生产

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

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

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

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27。

（三）强起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

出了以人民至上、人民主体、人民共享和人民

评判为基本内容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奋斗目标，增

进民生福祉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

要求，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一切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

在党的建设方面，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制

定和落实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与中国共产党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违背的“四

风”。惩治贪污腐败，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

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

在国家建设方面，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

主，健全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

制度体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深化改革；面对环境污

染、生态破坏等国土之伤、民生之痛，将生态文

明建设提升到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根本大计的

高度，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前

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开展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全面禁止进口“洋垃圾”，解决一批人

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

在社会建设方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动员

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上下同心、攻坚克难，

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

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在此过程中，有超过1800名扶贫干部牺牲

在了脱贫攻坚的第一线。

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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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果断决策、沉着应对，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全力以赴救治患者，费用全部由国

家承担。在武汉保卫战中，346支国家医疗队、

4万多名医务人员毅然奔赴前线，很多人在万家

团圆的除夕之夜踏上征程。在党中央的领导

下，赢得了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

击战的胜利，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

脱贫与抗疫只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

理念下的缩影。这与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为中

心的理念完全不同。只有在社会主义中国，只

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才能真正实现

当家做主，社会才能实现和谐幸福。《决议》指

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

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28
总之，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所取得的辉煌成

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并践行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与人

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将人民立场贯穿始

终，一切为了人民、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

民、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

三、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长期性的根基

中国有着五千年生生不息绵延不断的历史

和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具有天人合一、四海

一家、志于道的思维逻辑，并且是以中原为中

心、向四方延展的大一统国家。这使中国在世

界上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2013年，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

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

是在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

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

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 170 多年中华民族

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

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

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29因

此，讨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长期性，必须

根据中国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思维逻辑，

而非套用西方学者或政客的理论和说辞。

2021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

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

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30人民是党执

政兴国的最大底气，民心所向构成了中国共产

党执政合法性的根本性基础。

纵观历史，民心向背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

败，关系到政党的生死存亡。执政合法性不是一

劳永逸的，因为人民的选择并非一成不变，苏共

亡党亡国之鉴尤去不远。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

躺在历史功劳簿上，而是不断拓宽执政合法性资

源：保持经济稳定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依法治国、大力推进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加强

党风廉政建设和文化强国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促进社会公平、消除腐败等。然而，占

有执政合法性资源不代表具有执政合法性基础，

要将合法性资源切实落到人民身上，将其转化为

人民福祉，赢得民心。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是民

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共产

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

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取得是历史和人民

的选择，这与西方政党仅仅根据某种“合法”

的选举程序或签署某种“合宪”的法律条文而

取得执政地位的形式民主过程不同。西方国家

在某种程度上说也重民心或民意，但在收买人

心的过程中，几乎都采用了选票民主的方式，

也正因此而陷入了民粹主义漩涡，产生了政治

只剩选举，民主只剩投票的乱象。西方资产阶

级自由派以及历史虚无主义、道德虚无主义、

文化虚无主义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影响，在某

些领域出现了道德滑坡，甚至道德沦丧、唯利

是图的现象。有些人生活水平提高了，不但对

国家没有感恩，反而“吃饭砸锅”“卖国求

荣”。因此，为了避免出现民粹主义道德绑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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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资本利益集团通过操控舆论控制民意，以

及历史虚无主义扰乱思想等情况，需要有正义

的力量来约束和导正，而最大的“正义”就是

“道”。民心和正义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长

期性的基础。民心是必要条件，正义是充分条

件。这正是《决议》所强调的，“民心是最大的

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31
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

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决议》 指出，“只要

我们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

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

依靠人民，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坚

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

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

路，就一定能够领导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的更大胜利，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

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就永远不会得

逞。”�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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