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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8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立足基本国情，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借鉴历史的和国外的
有益经验，不断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调整和完善，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
途径和方式，我们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其中比较突出的包括：坚持解放思想，不断推
进理论创新；坚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坚持以人为本，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坚持统
筹兼顾，协调推进各项改革；坚持先行试点，先易后难渐进推进；以及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
的关系等。
但我认为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最宝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以人为本，以人民的利益为核心，就
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成果由人民分享。
简言之，就是“人民本位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中国国情出发的、与时俱进的、建立在以人民为本
位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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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民本位论》编著者高尚全等。

科学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之后，许多理论家与实践工作者，都从不同侧面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
以人为本”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和西方人本思想的有相通却又有区别的理论特色。
本书提出了“人民本位思想”这个新的命题，从一个新的视角，对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深
入阐释。

本书从理论上对“人、民、人民”以及“人本、民本、人民本位”作了严格的界定，既肯定了这些概
念的相通之处，也对其不同之处作了区分。
然后，对人民本位经济、人民本位政治、人民本位文化、人民本位社会、人民本位生态文明，都进行
了具体阐述。
这样，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党的“以人为本”思想的创新意义的认识，也有助于各级领导对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作进一步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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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还权于民，把人民视为真正的历史创造者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自始至
终坚持唯物史观，把人民当做的历史的创造者，当做时代的真正英雄。
邓小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对这个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不仅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还想尽办法、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进行两个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使人民成
为真正的社会主人。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兴起之初，许多领导干部对此有不同看法，持不同态度，邓小平坚决果断地予以
支持，这一改革使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对此，邓小平却把功劳写在广大人民身上，他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
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当乡镇企业迅速崛起，邓小平在总结乡镇企业的发展经验时，认为乡镇企业异军“突然冒出这样一
个效果”，不是中央的功绩，而是中国农民的创造。
而由于邓小平对乡镇企业的积极支持，使乡镇企业发展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
　　邓小平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突出表现在把群众首创的主动权交给群众。
过去我们喜欢讲走群众路线，并把倾听群众的呼声，或者关心群众的疾苦当做民主型领导的最高境界
。
其实，真正的领导境界，是把权力还给人民，让人民成为自立自主的社会主人。
邓小平领导我党所进行的一切实践，都能充分体现出这一点来，从农村到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中，他
都力图给人民松绑，让人民有充分的自主权利，能够放开手脚创造自己的新生活。
早在60年代初“过苦日子”的时候，当一些地方创造了“包产到户”、“责任到田”、“五统一”等
生产形式时，邓小平就明确表示：“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就采取哪种形式；农民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能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而恰恰是对人民的放权，赢得了人民更大的拥护，使国家获得飞速的发展，使人民尽快摆脱贫困。
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领导进行的两次思想解放运动，实际上可以视为是把社会权力还给人民
的解放运动。
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破除个人崇拜，让人民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建立市场
经济机制，而市场机制则是让每个人能够充分发挥自己潜能的活力机制，它给每个人提供了极大的自
由活动的空间，更有利人民争取自己的社会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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