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中国共产党党史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 当代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史 大事记

列宁主义 邓小平理论 科学发展观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 马克思主义研究部 专题参考 辞典

  您的位置：首页 - 毛泽东思想研究

“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照你的办”

龚云    2008-9-17 9:53:55    来源：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照你的办” 

 

                ——“精兵简政”的提出与实施 

                       
 

从1940年开始，在日本侵略军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陕甘

宁边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到了1941年，进入抗日战争的极端困难时期。为了应付这种困难局

面，减轻人民的负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虚心采纳了党外人士李鼎铭提出的“精兵简政”的建议。 

 

“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照你的办”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把根据地建设成“民主的模范”，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普遍在根据地实行了“三三制”原则。 

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中国共产党要求纠正一部分党员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克服不善

于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缺点，明确提出党的领导地位和优势，是靠真理，靠政策的正确性、党员的

模范工作以及人民的拥护来实现的，要求担任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发扬民主作风，遇事和党外人士

商量，鼓励和倾听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 

1941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本党愿意与各党各

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侯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

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之行政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

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

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愿意与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合作的态

度。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明确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

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毛泽东：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他还指出

我们党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对某些党员存在的关门

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提出批评。 

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的真诚态度，在党外人士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

开会的第二天，李鼎铭对人讲：“昨天毛先生的几句话，真教我五体投地，他说我们的施政纲领与三

三制，下面工作的人，还做得不够，他们仍就掌一种闭门主义，不肯信任别人把持包办，一意孤行。

我想毛先生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竟然把下面情形说得这样清楚，说得这样透彻，真是绝顶聪

明。”（《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1月编印，第242页）他后



来还对人说：“我原本不愿出来做事的，是受到毛主席在参议会上的演说的感动才出来的，在党外人

士有职有权的鼓励下出来的。”（李维汉：《会议与研究》（下），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

版，第532页） 

 李维汉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期间为了贯彻“三三制”政策，尊重边区政府党外人士，经

常接近他们，和他们促膝谈心，与他们真诚合作共事。他经常到李鼎铭住的窑洞问寒问暖，有的工作

问题本来可以由秘书传达的，但他仍然亲自前往，利用这个机会多与李鼎铭接触，而且一谈就是半个

小时。同时，采取措施，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由于共产党人与党外人士真诚相待，以心换心，使党

外人士的爱国心、正义感和主人翁精神大大发扬。1944年6月，中外记者团到陕甘宁边区参观，作为

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向记者做了《关于边区总政策的报告》，并同记者举行了座谈，记者们的感

受是：李鼎铭是“有职有权的”，“他的谈话是真心实意的，皮笑肉也笑了。” 

 正因为共产党人与党外人士平等相处，合作共事，所以党外人士把自己当作根据地的主人，真诚

地提出建议。“精兵简政”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等人在抗日战争困难时期提出的重要建议。 

 

      “精兵简政”的提出 

 

李鼎铭（1881-1947），山西米脂人，开明绅士。1941年11月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一次参

议会上，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他在就职演说中说：共产党“很愿意大公无私做到精诚团

结”，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应“互相信任，互相亲爱，看成一家人，通力合作，干这抗战建国的

事。”他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 

在提案中，李鼎铭等人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

乱之现象”。还提出这样做的理由：“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

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惟有政府

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并

且提出了具体的办法：一、政府应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及主观经济需要而提出计划经济，以求全面提高

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二、在现有经济基础上，政府应有量入为出的统一经济计

划；三、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

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废滥竽充数等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

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四、规定供

给条例，避免不必要的供给与消耗；五、提倡节约、廉洁作风，避免不应有的浪费现象。 

 李鼎铭等人的这个提案，引起了边区参议会的激烈争论。有的议员说：“正值抗日救国紧急关

头，敌人以大量兵力向我们进攻，这时提出精兵简政，不是叫我们束手就擒吗？”甚至有人怀疑这个

提案动机不良。但大多数议员认为这个这个提案切中了边区的要害问题，因此以165票（到会议员209

人）的绝大多数通过，并决议“交政府速办”。 

    毛泽东看到李鼎铭等人的这个提案后，给予了高度重视，他把整个提案抄到自己的本子上，重要

的地方用红笔圈起，并在一旁加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

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李维汉：《会议与研究》（下），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

版，第502页）。 

中共中央接受了李鼎铭等人建议，于1941年12月初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在精兵方面，要求

缩编主力部队及其指挥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地方武装和发展民兵，加强整训，提高战斗力。在简政

方面，要求抗日根据地切实整顿各级组织，紧缩机构和人员编制，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

力，反对官僚主义。还具体规定，各抗日根据地脱离生产的人员，只能占总人口的3%，其中军队系统

人员占2%，党政民系统人员占1%。中共中央要求各级机关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上，各

级领导人员必须下到基层，了解情况，总结经验。 

1941年12月6日，《解放日报》以《精兵简政》的醒目题目发表社论，阐述精兵简政的重大意义。



 

12月中旬，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中，把

“精兵简政，节省民力”列为“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要求党、政、民众团体的全部脱产人数不

得超过甚至更少于该地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三，财政政策必须注意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的结合。 

1942年9月，毛泽东根据10个月来推行精兵简政的情况，专门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一个

极其重要的政策》，指出：“在目前，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

这个矛盾。敌人的方针是扩大我们这个矛盾，这就是他的‘三光’政策。假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

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

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可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将显得越发

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争敌人。”（《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882页）因此他要求各根据地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为了切实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精神，毛泽东还亲自为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

政工作制定出具体原则和办法。他一再强调：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

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毛泽

东的一系列指示，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精兵简政”的实施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陕甘宁边区先后进行了三次精简，取得很大成效。 

陕甘宁边区第一次精兵简政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结束不久，就开始进行。11月27日，边

区政府决定成立编整委员会，负责拟定人员编制和编整计划，精减、裁并各级行政机构。12月3日，

边区政府发出训令，确定边区各级机关减去人员（包括干部和杂务人员）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各

厅、处、院重新确定编制。凡调整出来的人员，由编整委员会计划安置，务必使每个人都各得其所。

12月上旬，边区政府讨论了编整实施方案，规定：边区政府一级各厅处院原有1000余人，缩减三分之

一；各处附属机构约7000余人，缩编后不超过6300余人；各专署、县、区由4021人缩编为3396人；警

卫部队缩减500人；原属脱产人员的自卫军官兵1000余人，改为不脱产人员；各群众团体由1100人缩

编为600余人。八路军留守兵团3000人适当地转到生产战线上（不脱离部队），又积极提高部队质

量，以贯彻精兵原则。 

陕甘宁边区第一次精兵简政，重点为缩编人员。历时四个多月，到1942年初基本完成。边区政府

系统共精简人员1598名，占原有人数的24%，其中300余人下移到县、区机构工作，其余送去学习或转

入生产领域。同时，裁并了一些机构，更改了部分单位的名称，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但是，由于时间

紧，对精兵简政重要性认识不足，因而做到了“编”而没有做到切实的“整”，因此机构设置还不完

善，人员调配不合理，机关工作效率不高，人浮于事、政令繁杂、部门关系不顺的情况仍然如故。 

因此，边区政府决定从1942年4月初开始进行第二次精兵简政，普遍实行整编。为此，成立了以林

伯渠为主任的总编整委员会，以加强领导。6月30日，边区政府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第二次

精兵简政方案》，决定在紧缩机构和人员的同时，着重建立边区政府的工作制度，提高干部素质和适

当充实下级，特别是县级政府。 

根据上述原则，边区政府各单位，进行了内部的整编工作，采取了“紧缩上级，加强下级，政、

事分开，合署办公”等办法，缩减了一些机关和人员，充实了区乡政府组织。这次精兵简政，由于不

少干部推行不力，本位主义、太平观念、粗枝大叶工作作风仍然存在，致使精简工作没有完全达到目

的。 

因此，1942年9月，边区开始了第三次精兵简政。这次精简，在正式实施之前，中共中央与边区政

府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进行了充分的组织、思想、宣传工作。毛泽东为了加强陕甘宁边区的领导，特

地派原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李维汉到边区政府工作，希望他到任后，团结内部，在执行党

的政策中带个头，自觉承担起试验、推广、完善政策的任务。12月上旬，边区政务委员会通过了《陕

 



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次年3月公布执行。《纲要》对第三次精兵简政的目的、任务、机构、人

员制度、作风、实施方法、注意事项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纲要》相配套，还颁布了一系列相关

的组织措施和条例，如《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区以上政务人员公

约》、《简编方案》等。 

由于这次精简，措施得力，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1944年初基本结束，大致完成了《陕甘宁边区

简政实施纲要》规定的目标、任务和要求。李鼎铭在《边区政府简政总结》中对这次精简作了高度的

评价。 

陕甘宁边区通过三次精兵简政，出现了“兵精粮足以胜敌，政简负轻而安民”的好局面。在精兵

方面，暂停了正规军的发展，加强了地方武装和不脱产的民兵，使部队人数控制在边区总人数的2%以

内。军队裁汰了老弱，强化了训练，提高了官兵素质，战斗力大大加强。在简政方面，基本实现了精

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党和边区政府精简了业务、机构、人员，调整了干

部，克服了机关庞大、业务不集中的现象。边区政府各厅处院内部机构裁并了四分之一，直属机关由

35个减到22个，税局、税所由95个减到65个；专署、县政府内部机构一般由八九个减到四五个，解决

了“头重脚轻”的痼疾，达到了“政简民便”的目的。同时加强了统一领导，克服了命令不一、各自

为政的现象，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约了经费开支，克服了浪费现象，改变了过去机构臃肿、人浮于

事、纪律松弛、政出多门、文牍如山等积习，从上到下，官僚少了，人民勤务员多了。 

通过精兵简政，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促进了生产发展。仅以动员民力为例，延安在1941年动员

了6万人，1942年降到了2．8万人，减少了52．4% ；绥德1941年动员了7．5万人，1942年减到900

人，减少了98．8% 。节省的民力大力投入到生产中，使大生产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更重要的

是，通过精兵简政，使领导机关与干部克服了官僚主义，改进了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改善了干群关

系、军民关系和军政关系，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解决了机构庞大和受到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缺

乏足够承受力之间的矛盾，是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一项重要的措施。通过实行这项措施，将精简出的

一批干部加强了基层，进一步密切了党同群众的联系，而且为党培训干部、积蓄力量提供了条件。 

 

“精兵简政”的提出和实施，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党外人士的尊重，是真诚地同民主党派和

无党派人士在合作。那种攻击共产党“独裁”的谬论是站不住脚的，没有历史依据的。  

“精兵简政”的提出和实施，也表明中国共产党是真心在实践民主，建设廉价政府。“党领导的

政权，所以能够施行进步的民主，主要是由于党代表着最大多数民众，站在最大多数民众利益上，而

不是要造就少数有力的统治者；议员或政府工作人员有不忠实于人民利益的行动，人民有权力罢免

他，议员或政府工作人员拥护人民这种权力，因为这于他有益的。”（谢觉哉：《民主政治的实

际》） 

“精兵简政”的提出和实施，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诚如毛泽东在《为人民

服务》中所说：“因为我们是人民服务的，所以如果我们有缺点，就不怕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

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

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

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毛

泽东：《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1005页）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与党外人士的合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

作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建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

共”的关系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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