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人民服务”的时代内涵探析

1944年9月，毛泽东在纪念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讲话。2014年2月，习近平在

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指出：“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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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人民服务：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命题

当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

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

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1]全面深化改革，是党为

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回应人民呼声的提出的伟大举措，是党的宗旨意识的直接体现，也是社会主义制

度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必然趋势。

1. 明确改革方向是关键

全面深化改革是在既有改革思路的基础上强调改什么。无论改什么还是怎么改，方向是关键。

全面深化改革在强调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同时，必须实现改革的内容与人民群众当前的要求和

期待充分对接，必须坚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实现党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的有机统一，使改革的方向

真正体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求。

（1）从“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内涵来看，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人民”和“服务”的概念有着

非同一般的时代意义，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对

传统价值观的扬弃。随着时代的发展，“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时代内涵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

理解“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时代内涵，首先要全面理解“人民”和“服务”这两个概念的时代性范畴。“人

民”和“服务”这两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当前，“人民”的范畴相

比革命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代要更加广泛，“服务”的内容和方式也更加地丰富和多样。中国共产

党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性实现了对历史和人民的尊重。尊重历史与服务人民是中国共产党革命

和建设经验的总结，是“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时代性特点和要求。就当前来讲，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在

坚持尊重人民与服务人民为根本前提，在坚持“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的同时，深刻把握了为什

么人改革这一方向性问题。

（2）从“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形成过程来看，不同历史时期关于“为人民服务“的表达方式虽然不

一样，但其意思基本一致，都体现了共同的核心思想，就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

服务。当前，在党的领导下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正本清源，抓住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全面深化改革的

战略部署与无产阶级政党“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思想不谋而合。新的历史阶段，习近平同志关于

“为人民服务”的论述既体现了党的宗旨意识的继承性，又具有丰富的时代性，其时代性体现在党领

导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当中。当前，“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

和挑战，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放，

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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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奋斗。”[1]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带领中国人民翻身做了主人，实现了这一历史

任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党面临着执政、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和外部环境的多

重考验，社会阶层的分化，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价值多元的现实分野，导致部分人在市场经济的逐

利面前逐渐迷失了方向，利己主义、唯利是图等不良现象不断出现。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正视当

前的问题，明确改革的方向，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地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2. 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

“以人为本”的根本含义，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就

是明确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立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

现实，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格局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

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从“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讲，“五位一体”发展思路的逻辑起点是“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

理念。以“五位一体”为目标的改革思路突出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系统性、整体性、协

同性体现了党中央对改革开放认识的全面深化以及治国理政理念的进一步升华。从当前人的发展

的时代性来讲，“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民需求多样化的需要。人的全面发展的

时代性需求，必然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活动以及人与自然的活动中。改革坚

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就是在不断推进改革进程的实践中，把人的客观需要与现实发展统一于

“五位一体”的总体框架内，在实现“五位一体”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逻辑互动中促进经济社会持

续快速健康发展。

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强调，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体人民。”就是说改革发展的成果不能仅仅让少数人享有，否则就违背了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

凸显出改革的价值取向，又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社会发展的路径依赖。党的十八大报告提

出：“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

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这一表述彰显出共产党人为人

民服务的时代宗旨，是党的“以人为本”理念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可以在全

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增强人民群众的公平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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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拥护和支持。从改革的现实性出发，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处理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就会主动从

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而不会出现与民争利的状况。但人民立

场确立的前提是牢固的群众观点的树立，树立牢固的群众观点则需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当

前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的方方面面的现实变化。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把握改革的进程，一要从群众的立

场出发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当前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

人民群众最关注的领域、最迫切期盼解决的问题，也是最需要改革的地方。因此，积极回应广大人民

群众的关切，就要从人民群众强烈呼声和殷切期待出发，把人民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需求作为

第一选择，从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矛盾着手，不断解决产生社会矛

盾和问题的体制机制问题。二要不断实现人民利益。三十多年的改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

益，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改革仍然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但如果“改革红利”不能体现到广大人民身

上，改革就会丧失动力，也不可能持续。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的过程就是人们利益关系调整和利益

分配更趋公平公正的过程。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以实现最大多

数人的利益为目标，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

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2）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早在民主革命初期，毛泽东就认识到了群众的力量，1919年其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提出“民众

联合的力量最强”。改革开放之初“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依靠的就是人民的创造性发挥。当前面

对改革，习近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改革开放

是人民的要求和党的主张的统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实践主体。”[1]从整体

上看，改革不可能使所有的人都受益或所有的人都同等程度受益，但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充分考虑

多数人的利益，否则改革就会失去动力。因此，新的历史时期，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就要从实际

出发，不能刻舟求剑，不能闭门造车，更不能异想天开，必须切实尊重和保护群众的首创精神，把党的

正确主张与群众的自觉行动统一起来，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不断总结人民群众

在实践中取得的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形成正确的思路、办法和举措。

（3）学会不断组织和动员群众

组织和动员群众是我们党的一大优势，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能不能有效地把群众组织和动

员起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

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

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2]毛泽东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

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3]毛泽东认为，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要避免代替群众包打天下，要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党的任务是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

和组织。当前，群众的内涵相比民主革命时期更加丰富和广泛，推进改革涉及的群众利益也更加复

杂。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不同阶层、不同区域、不同部门、不同方面现实的或预期的利益消长

不断发生变化，要做到思想认识、行动目标完全一致困难很大，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本着求同存

异的原则，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发扬民主，广泛凝聚各方面共识，消除群体隔膜，把党内外一切可

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团结起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改革合力，不断为全面深化改革聚合正能量。

[1]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北京〕《人民日报》2012-12-31。
[2]《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8页。

[3]《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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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人民服务：党员干部道德建设的时代任务

道德建设始终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加强党员干部思想道德建设，有利于发挥党

员干部的导向作用，用自己的言行去影响人民群众，从而影响和带动整个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进

步。当前，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意识发生了深刻变化。如何使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构筑抵御不良风气的思想道德防线，已成为当前

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时代任务。因此，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牢固树立和实践“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观，在

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提高整个社会文明素质和文明程度，是新时期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

的任务要求，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 解放并服务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道德任务

解放人民是服务人民的前提。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力图对现实世界的改造与人自

身的解放相统一，最终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实现所有人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

中曾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召唤的时代价值与意义体现在，无产阶级政党在实现“人

的世界”的联合与团结的进程中，把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人的世界”的最高境界与道德目标，

充分体现了服务的道德价值。无产阶级政党在服务群众和代表群众同时，其道德价值的更高体现

就表现为服务于“人的解放”。恩格斯在《美国工人运动》一文中指出：“一个新的党必须有一个明确

的积极的纲领，……这个纲领将宣布，最终目标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使整个社会直接占有一切生

产资料——土地、铁路、矿山、机器等等，让它们供全体成员共同使用，并为了全体成员的利益而共

同使用。”[1]因此，“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

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

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

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2]在这里，无产阶级政党在为人民服务的道德价值显现中，利益

与道德关系问题是第一位的，而摆脱了这种物质生产的、经济关系的奴役之后，工人解放、人的解放

就成为其道德价值显现的历史必然。中国共产党引领全国人民的解放道路，从一个解放走向另一

个解放，其革命斗争的意义不仅摆脱了经济关系的束缚，更在实现“人的解放”的过程中展示了党的

道德任务与服务本源的统一。

2.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践了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道德观的统一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规定是每一个党员行为的规范性要求，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一切行

动的出发点的最终归宿。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为人民服务”一直作为一个政治号令，成为评判

党员干部党性强弱的一个标杆。但现实情况却出现了部分党员干部服务意识淡化、服务能力不强的

状况，引起群众的不满。因此，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框架的建构过程中，每一位共产党人都应该清醒

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社会主义道德观

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规定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指引了目标，而社会主义道德

观的形成使为大多数人服务、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提供了现实的可能。由于道德理想不可能直接代替

政治理性，因此“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想不会自发地产生，于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任务之一，就

是如何把“为人民服务”的理论价值转化为共产党员的自觉行动。实现这一转化，需要强化“为人民

服务”在社会道德建设进程中的核心地位，并着力发挥其在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的牵引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1-272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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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统帅作用，使“为人民服务”宗旨规定成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价值理念。

3. 为人民做好服务工作是共产党员的精神力量和道德追求

党的七大明确地将“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党的根本宗旨。从那时以来，“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

产党人的精神动力和行动指南，也成为全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群众语言和社会道德[1]。当前，理解

“为人民服务”的时代内涵，其任务要求体现在，党员干部对党的群众观的认识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的

统一，把党的服务理念具体化为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诉求。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在实践中通过不断解

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的问题，进而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

逐步把为人民做好服务工作内化为自身的精神力量和道德追求。

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从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开始，就自觉地把人民作为推动历史发展

的动力，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1945年，毛泽东在《两个中国之命运》

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已经二十四年了，其间经过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

战争、抗日战争这样三个英勇奋斗的历史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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