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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以人民为中心彰显了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面
向未来，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才能使改革开放迎来新的春天 
 

改革开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王晶雄 
 
    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伟大的历史性成就，其中有一条宝贵的经验，就是我们党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习主席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以人民为中心彰显了改革

开放的初心和使命。面向未来，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才能使改革开放迎来新的春天。 
    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必然要求 
    唯物史观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现实的人”是人类

历史的起点，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主体，社会发展既要合乎客观规律又要满足人的多方面的需

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决定了改革开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唯物史观认为“现实的人”是人类历史的起点。在批判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过程中，马

克思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里所说的个

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像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何谓“现实中的个人”？马克

思恩格斯认为，“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个人”。这意味着“现实的人”是对“抽

象的人”的扬弃，主要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人民群众。人类历史的出发

点同样是现实生活的出发点，这就要求我们改革开放必须从“现实的人”出发，从最广大人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主体。在几千年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何为人类历史的主

体？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更是社会

发展的推动者，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其是人类历史的主体。40 年改革开放的

成功实践进一步证明：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慧、

勇气干出来的!正如习主席指出的那样：“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了可能。”人民群众是人类

历史的主体，这决定了改革开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人类社会来自于自然界，

但人类社会的主体是有意识的人，这就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具有客观规律性，另一方面

又具有主观能动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实现两者有机统一的必然要求。马克思曾经指出：“在

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在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过程中，统

治阶级是旧的生产关系的维护者，而人民群众是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实现社会变革的

主力军。因此，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相一致，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社会

发展的基本趋势相一致。这就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样的价值取

向既体现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又体现社会发展的“合目的性”，使生产关系更加适合生产力、

上层建筑更加适合经济基础，确保经济社会发展既合乎客观规律又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要。 
    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带领人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变革，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社

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现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决定了改革开放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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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人民

当家做主的制度，这样的制度能够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社会主义条件

下，我们可以创造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从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促进人的自由全

面发展。与此相反，资本主义制度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是“资

本”，全部社会生活服从于资本的增殖，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下，人成为单向度的人。着眼于实现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改革开放，让人民的创造活力

充分迸发出来，使人民进一步享受广泛的民主和自由。 
    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制度。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根据唯物史观，人的需要可分

为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真实需要是用来确证和表现人的本质力量的需要，而虚假需要则是在外

在因素诱导下产生的需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一种真实需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群

众能够获得更多有助于确证人的本质的优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从而不断满足人们的真实需

要。回顾 40 年的实践，改革开放的很多举措，都旨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体现了以人

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因此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社会主义制度是善于抓住社会主要矛盾为人民谋幸福的制度。善于抓住社会主要矛盾为人民

谋幸福，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又一重要表现。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提出社会主要矛盾是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并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

路线，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根据我国社会的新情况，党的十

九大提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

展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党提出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战略决策，积

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把为人民谋幸福落到实处。 
    以人民为中心：夺取新时代改革开放新胜利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我们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但是，

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还面临不少的困难和挑战。如何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改革开放 40 年的经

验告诉我们：在新时代的改革开放中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改革开放的出发点、落脚点。习主席指出：“我们党来自

人民、扎根人民、造福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

制定政策的依据，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关注民情、致力民生。”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

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

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

就是唯心论。”邓小平同志之所以深受中国老百姓的衷心爱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

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因此，改革开放必须始终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把人民群众作为改革开放的依靠者、推动者。习主席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贯彻党

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

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我

们不难发现，正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推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的

伟大胜利。改革开放为了人民，改革开放也必须依靠人民。在新时代的改革开放中，我们既要搞

好顶层设计，加强党对改革开放的全面领导，又要不断激发广大群众参与改革开放的积极性、创

造性，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具有不竭的动力。 
    把人民群众作为改革开放的最终评判者、阅卷人。由于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

人民群众是改革开放的主体，所以，人民群众也就成为改革开放的评判者和阅卷人。这就要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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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新时代的改革开放中，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

权，积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强烈呼声和殷切期待。经常倾听人民群众对

改革开放的评价，积极凝聚社会共识，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开放成效的标准，着力

解决人民群众所需所急所盼，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有

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