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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论政策的思想启示 

作者：毛劲歌 彭国甫 潘信林

文章来源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第3期《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原标题为：“毛泽东政策执行思想
对提高政府执行力的启示”，本刊有删节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
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正确的政策制定出来，关键就是执行，就是“实行政策”。2007年
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全面提高行政效能，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的进
展。系统研究毛泽东有关政策执行的思想，对于我们改进政策执行、推进公共政策发展、提高政府公信
力和行政执行力具有重要启示。 

一、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政策的价值取向 
毛泽东将共产党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理想与历史唯物主义有机结合起来，提出政策执行的目的在于以维护
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价值依归。 

（一）政策执行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目标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是执行一切政策的出发点、落脚
点和归宿。毛泽东反复教育全党，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每句
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之
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其次，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有大公无私的德性情怀，以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为
最高价值追求。“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该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
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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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须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同盟者的利
益。“共产党员在领导群众同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必须有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同盟者一道工作的观
点。”“ 
（二）政策执行要正确处理好“大仁政”与“小仁政”的关系 
“大仁政”就是要追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和根本利益。“小仁政’就是要追求最广
大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当前利益和局部利益。正确处理好“大仁政”与“小仁政”的关系必须做到：
首先，坚决地实施仁政是正确处理好“大仁政”与“小仁政”关系的前提基础。毛泽东指出，我们是人
民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事实上，我们施不施仁政，究竟是施小仁政还是
施大仁政，不仅关系到党的施政方针和方向，关系到政府及其成员行为的价值取向，更关系到中国工业
化和现代化的道路问题。其次，清晰地划定政策实施的范围是正确处理好“大仁政”与“小仁政”关系
的关键环节。“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
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最后，以农、轻、重为序重新调整国民经济发展
序列是正确处理好“大仁政”与“小仁政”关系的根本原则。毛泽东在其经典文献《论十大关系》中对
此作了精彩论述。其具体政策实践在当时主要是在发展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权衡取舍和秩序安排，实现国
家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协调发展，国家预算既要保证重点建设又要照顾人民的生活。 
（三）政策执行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首先，政策执行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中国一切政党
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
是否有帮助及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其次，政策执行要关心人民的
生活，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与提升人民的文化生活质量。“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
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
的问题。”而且，“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票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
事情，要向人民公开地反复地解释”。最后，政策执行要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
系。主要的原则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工人的劳动条件、集体福利都要有所改变，随着国民经济
的发展，工人的工资也要适当调整。具体的政策安排包括：“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
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
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充”。 
二、干部是决定性因素：政策的主体选择 
（一）干部是政策执行的决定性因素 
毛泽东认为，干部是政策执行的决定性因素。依靠性力量，“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
素”。首先，这是由我们党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需要决定的。早在70年前毛泽东就指出，指导伟大的单
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
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其次，这是由干部在政策体系中的
地位决定的。干部在政策体系中处于中介、桥梁的位置，是政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结合点；是政
策执行环境的选择和改造者；是政策执行信息的收集和反馈者。干部对政策的理解、执行情况在很大程
度上就决定了民众对政策的了解、认可及接受情况。最后，这是由干部自身素质决定的。我们的干部
“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
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



懒和消极，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样的干部能够自觉执
行党的政策，并保障政策执行不走形、不变样、不扭曲。 
（二）大力培养千千万万的得力干部 
首先，要善于识别干部。一是要全面、客观、历史地考察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
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二是要搞“五湖四海”，选天下之才，使天
下英雄豪杰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三是要当好“伯乐”，善于发现干部的优点和长处。其次，要大胆任
用干部。一是坚持“任人惟贤”的干部路线，反对“任人惟亲”和裙带作风。二是坚持德才兼备的干部
标准，大胆提拔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青年才俊，培养和任用青年干部。三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知
人善任，用人所长，使人得其位，位得其才，才尽其用。再次，要善于爱护干部。一是指导和提高他
们，让他们放手工作，敢于负责，同时适时地给以指示，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创造性，给以
学习的机会，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二是督导和帮助他们，检查其工作，帮助他们总结工作经
验，纠正错误，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三是正确处理干部
关系。要正确处理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老干部与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技术干部之间的关
系。处理干部关系，“其实质就是一个同农民的关系问题，现在如此，将来还要加上一个同城市人民的
关系问题”。最后，还要积极关心干部。“干部有疾病、生活、家庭等项困难问题者，必须在可能限度
内用心给以照顾。这些就是爱护干部的方法。”“不仅要关心党的干部，还要关心非党的干部，关心一
切为党工作、为人民工作、为国家工作的干部。 
（三）加强干部教育 
在《总结经验，教育干部》这篇经典文献中，毛泽东详细阐述了教育干部的重要思想。他指出，现在的
问题是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必须教育干部，使广大干部能够自觉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高政
策执行力。首先，要以身作则。“我们自己思想通了，就要以身作则，教育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干
部，首先要教育这三级干部。”其次，要常抓不懈。“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教育干部也是长期进行
的。……我看从现在开始，用六十年长期教育干部，没有几十年不能教育好。”党的先进性教育既是对
广大党员的整风教育，更是保持党的干部的先进性教育，这样任务艰巨的工程需要长期地进行下去。再
次，要通过整风运动改造干部思想。“这就是因为……延安整风教育了干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我们还没有搞过这样一次细致的整风。”最后，要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注意用历史教训教
育干部，用历史经验警醒干部，用历史智慧提高干部。“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
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政策的路径选择 
毛泽东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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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路
线、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毛泽东政策执行的主要路径依赖。 
（一）政策执行中集中民智、反映民意 
首先，必须充分地信任群众、相信群众。这就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一切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能够
自己解放自己；相信并充分发挥群众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同时还要坚决反对藐视群众智慧的命令主
义。其次，要密切联系群众，教育和组织好群众。既要“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
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群众之中”；又要在
此基础上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反对尾巴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确保政策执行集
中民智、反映民意。再次，要虚心向群众学习，乐于、勤于、善于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智慧。要善于向群
众学习，拜群众为“先生”，做群众的学生，做好调查研究，广泛汲取民间智慧和群众的经验，确保政
策执行能够有效率地解决现实问题并反映人民意愿和符合历史发展要求。 
（二）政策执行中适合民情、珍惜民力 
首先，要对政策本身有系统的安排。系统的政策安排表现为总路线与各项具体政策的有机统一。以总政
策统领各项具体政策，以各项具体政策落实总政策。“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
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
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
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其次，政策执行要适合人民的实际，符合人民
的要求。最后，还要引导民情，即要通过适当的舆论引导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办好报纸，把
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
中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个
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 
（三）政策执行中体现民权、维护民利 
在毛泽东看来，政策执行中体现民权、维护民利主要是加强人民对政策的监督，在政策执行监督中体现
民权、维护民利。毛泽东认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才能
保证一切路线、方针、政策体现人民的意志，反映人民的需要，符合人民的利益。毛泽东在《论政策》
中对“人民权利”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人民的权利是毛泽东政策思想关心的主要问题，甚至是毛泽东思
想的一个“问题式”。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维护和保障人民对政策执行者、政策执行程序和政策执行
过程的监督，并参与政策执行的实践过程，才能真正体现民权；同时健全和运用相关约束机制和问责机
制对政策执行失误者和政策执行扭曲者进行责任追究和弹劾，才能真正维护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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