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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人民群众收入的初始变迁 *

——基于1949 年至 1956 年统计数据的分析

人民群众的收入是其生活水平提高的保障，也是国家富强的体现。新中国成立时，国家的经济远

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也落后于亚洲许多国家，人民群众的收入很少。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要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改善人民的

生活。这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经过不懈的努力，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研究这一问题，总结其

中的经验，可以使我们更加充分地认识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更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让老百姓

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① 的科学论断。

一、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将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重要工作，比较迅速地改变当时的经济

崩溃的烂摊子。随后进行的各项工作，也都注意人民群众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举措取

提   要：人民群众的收入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的保障，也是国家富强的重要体

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城乡居民的收入问题，采取了

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使人民群众的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在城市，无论是全民所

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各年的工资总额都在不断增长；在农村，经过土地改革和发展

生产，农民的收入也有了明显增加。通过这一时期人民群众收入的增加，得出的主要

启示是：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先进的社会制度，关心人民群众的利益，始

终坚持党的领导。

关键词：新中国  城乡居民  收入  启示

作者师吉金，男，渤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锦州  121013）。

师 吉 金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生活方式变迁研究（1949-1956）”（14BDJ01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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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家统计局：《人民生活实现历史性跨越，阔步迈向小康——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四》，国家统计局

网，2019 年 8 月 9 日。

得了成效。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到“一五”计划结束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949

年的 99.5 元增加到 1957 年的 254 元，年均实际增长 9.1%。①从与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人民群众的收入

对比看，这一时期人民群众可支配的收入还是比较高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城镇职工基本上依靠工资生活。因此，职工工资是城镇居民收入的主要

体现。首先，我们来分析国民经济各部门工资总额（见表 1）。

表 1    1952—1956 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工资总额  单位：亿元

年 份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全民所有制
集体所有制

67.5
0.8

88.9
1.1

95.3
3.5

100.3
8.5

136.5
22.1

资料来源：《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 年版）。

表 1 表明，无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部门，各年的工资总额都在不断增长。全民所有制

经济部门，工资总额 1956 年比 1952 年增加了 69 亿元，增长了 102%。集体所有制经济各部门，工资

总额 1956 年比 1952 年增加了 21.3 亿元，增长了 26.6 倍。工资总额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

人收入的状况。当然，这还要考虑到工人人数增长的状况，考虑到家庭人口增长的状况。

其次，我们来分析国民经济各部门两种所有制职工的平均工资状况。如果说表 1 中的工资总额可

以从一个角度说明城镇居民收入增加情况、但由于工人数量的增减还不能完全说明这一情况的话，那

么国民经济各部门职工平均工资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这一点。下面两种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的变

化就说明了这一点（见表 2）。

表 2    1952—1956 年国民经济各部门两种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  （单位：元）

年 份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合 计 445 495 517 527 610

全民所有制单位 446 496 519 534 610
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 348 415 464 453 547

资料来源：《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 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 年版）。

从两种所有制的平均工资看，1956 年比 1952 年增加了 156 元，增加了 35%。从全民所有制职工

的平均工资看，1956 年比 1952 年增加了 164 元，增长了 36.8%。从城镇集体所有制的工资看，1956

年比 1952 年增长 199 元，增长了 57.2%。两种所有制的平均工资，如果以 1952 年为 100 的话，各年

的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实际数字有变化（见表 3）。

表 3    1952—1956 年职工平均工资及指数

年 份 职工平均工资（元）
指数（1952 年为 100）

货币工资 实际工资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445
495
517
527
610

100.0
111.2
116.2
118.4
135.1

100.0
105.8
109.0
110.8
126.5

资料来源：《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 年版）。

新中国人民群众收入的初始变迁



74

观察与思考   2022 年第 4 期

在这里，我们也要注意实际工资的增长和货币工资的增长有一定的差距问题。1953 年的差距为

5.4%，1954 年差距为 7.2%，1955 年差距为 7.6%，1956 年的差距为 8.6%。虽然有差距，但职工的实

际工资还是在不断增长，1956 年比 1952 年仍增加 26.5%。在“一五”计划时期，“五年里货币平均工

资每年增长 7.4%，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平均工资每年增长 5.4%”。① 这是一个不算小的幅度。

再来看全民所有制各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情况（见表 4）。

表 4    历年全民所有制各行业职工平均工资（单位：元）

年份 工业 建筑业
农林水利

气象
运输
邮电

商业
城市公
用事业

科学文
教卫生

金融
保险

机关
团体

1952 515 564 375 583 360 634 368 458 376
1953 576 591 433 643 381 650 392 498 423
1954 597 612 459 648 403 672 422 521 451
1955 600 612 461 645 443 610 448 532 479
1956 674 698 498 746 490 661 548 586 59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1）》，（中国统计出版社，1982 年版）。

当时各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有差异，各年度增长幅度也不尽相同，但除个别行业的个别年份（城市

公用事业的 1955 年、1956 年）有所降低外，职工的工资都是增加的。

还有一个问题也应考虑到，这一时段，全国工人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下表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见

表 5）。

表 5    1952—1956 年各种所有制职工状况（单位：万人）

年份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职工

全民所有制职工
城镇集体所有制职工

1603
1580

23

1856
1826

30

2002
1881
121

2162
1908
254

2977
2423
554

城镇个体劳动者 883 898 742 640 1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 年版）。

从职工总数看，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 1956 年比 1952 年增加了 843 万人。同期城镇集体所有制单

位职工增加 531 万人。职工人数的增加和职工工资的增加，也就标志着每户平均总收入的增加。当然，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如前所述，还需要考虑到每户人口增加的问题。和收入直接相关联的是居

民的消费水平。在正常情况下，收入增加了，消费水平才会提高。反过来说，从消费水平的变化也可

以看出收入情况。1952—1956 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及指数列表如下（见表 6）。

表 6    1952—1956 年全国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及指数

年份
居民消费水平 居民消费水平（上年 =100） 居民消费水平（1952 年 =100）

全国居民 城镇居民 全国居民 城镇居民 全国居民 城镇居民
1952 80 154 100.0 100.0
1953 91 188 107.5 115.1 107.5 115.1
1954 92 191 100.6 100.7 108.2 116.0
1955 99 198 106.8 103.7 115.5 120.3
1956 104 212 105.0 107.0 121.3 128.7

资料来源：《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年版）。

① 严忠勤主编：《当代中国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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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是逐年增加的，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指数也能反映出逐渐增加的状

况（见表 6）。这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收入的增长情况。

在研究城镇居民收入问题中，还应该注意到，在城镇职工中，还有国家的保险。这是职工收入以

外的又影响其生活的因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 32 条规定：“人民政府应按照各地各

行业情况规定最低工资。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① 截至 1950 年底，全国享受劳动保险的人数已达

140 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经过讨论、修改，政务院于 1951 年 2 月 26 日正式颁布

实施。1953 年 1 月 2 日，经政务院政务会议通过，发布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若干修

正的决定》，同时公布了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1 月 26 日，劳动部公布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

截至 1952 年 3 月，在百人以上的工矿企业中享受劳动保险的人数增加到 260 多万人，连同职工

的家属计算在内，约有 1000 万人。根据 1951 年第三季度不完全的统计，实行劳动保险的公私营企业

共支出劳动保险费用 1648 亿元，其中支付疾病保险费用 609 亿元，占总支出的 36.9%，享受这种待遇

的职工有 1179989 人。生育费支付了 109 亿元，占 6.6%，享受这种待遇的女工有 44341 人。养老费支

付 19 亿元，占 1.2%，享受这种待遇的人数是 6193 人。伤残费支付 59 亿，占 3.6%，享受这种待遇的

人数是 38119 人。非因工死亡费支付了 39 亿元，占 2.4%，享受这种待遇的人数是 1639 人。举办集体

劳动保险事业支付了 804 亿元，占 49%。享受以上各项待遇的职工及其家属共约 130 万人。②

为了顺利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有关部门又颁布了一些相关文件。如 ：《关于劳

动保险登记手续的规定》《劳动保险登记卡片表式及说明的通知》《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劳动

保险基金会计制度》《保险条例实施细则草案》等等，并建立了劳动保险组织。

截至 1953 年底，全国有 4400 多个企业实行《保险条例》，比 1952 年增长 11.6%；职工 420 万人，

比 1952 年增长 39.0%。另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 4300 多个单位签订集体劳动保险合同，职工 70 多万

人。截至 1956 年底，全国实行《保险条例》的职工达到 1600 万人，比 1953 年增加近 4 倍；签订集

体劳动保险合同的职工有 700 万人，比 1953 年增加 10 倍。享受保险待遇的职工数，相当于当年国营、

公私合营、私营企业职工总数的 94%。③

严格说来，保险并不属于收入的范围，但从保险的功能看，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解除了被保险人的

后顾之忧。所以，这也影响着干部和职工以及他们家庭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这方面的效果和收入

是一致的。

二、农民收入的增加

与城镇职工比，农民的收入比较复杂。因为农民依靠土地，受自然状况的影响更大。同时，这一

时期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农民的收入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是，这一时期总的情况是，农民的

收入还是有了一定的增长。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到“一五”计划结束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版，第 8 页。

② 参见史怀璧：《两年来劳动保护工作的成就》，《人民日报》1952 年 5 月 1 日。

③ 参见严忠勤主编：《当代中国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3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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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由 1949 年的 44 元增加到 1957 年的 73 元，年均实际增长 3.5%。①“1956 年，农村居民人均从集

体得到的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62.4%；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经营净收入占比为 23.3%。”②但

是在 1949 年至 1956 年，农民的收入无法像职工和干部那样，用工资计算出来。

农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土地改革。道理不难说清楚，中国农

民的最大追求，就是土地和生产资料。这已经被几千年的历史所证明。农民分得的土地和生产资料，

本身就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基础；而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翻身做主人，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又

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必然会增加农民的收入。

中共中央在决定新区土改运动时就曾预料 ：“土地改革使农民从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

自由的农民在自由的土地上耕作，生产热忱一定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将会有显著的增加，农民生活也

将有显著的改善。”③ 土地与农民的合理配置，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

究竟农民在土改运动中获得了多大的经济利益？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说 ：在整

个土地改革过程中，没收了地主阶级约 7 万万亩（约合 4700 万公顷）的土地和大批的耕畜、农具、

房屋、粮食，分给了约 3 万万无地少地的农民和缺少这些生产资料的农民。据华东、中南、西北、西

南晚解放区的不完全统计，在 1950 年到 1953 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中，除土地外共没收了地主阶级耕畜

296 万余头，农具 3944 万余件，房屋 3795 万余间，粮食 100 多亿斤（合 500 多万公吨）。④ 时任中央

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的廖鲁言基本估计也大致如此。廖鲁言认为，土地改革中获得经济利益的农

民约占农业人口的 60 — 70%，全国得利农民连老解放区在内约 3 亿人，约有 7 亿亩土地分给了农民。

在土地改革以前，农民为耕种这 7 亿亩土地，每年给地主交纳的地租即达 3000 万吨以上的粮食，现

在已经不再交租了。土地改革大大地促进了整个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与发展，保证了全国人民粮食的

需要量，增产了工业原料作物。农民的购买力也迅速提高了。1951 年全国人民的购买力较之 1950 年

即增加 25% 左右。从几种日用必需品的销售看 ：纱由 1951 年较之 1950 年增加 10%，纸烟增加 14%，

火柴增加 20%，糖增加 44%，煤油增加 47%，茶叶增加 70%。这可看出广大农民群众在土地改革后购

买力增长的趋势。⑤

上述数据是土地改革中农民直接分得的成果。土地改革后，至于农民在获得土地和生产资料基础

上增加的收益，则较难精确地统计出来。但可以从其他的途径来说明这一问题。“如果农民收入指数

以 1952 年为 100 的话，1953 年为 106.9，1954 年为 110.7，1955 年为 120.7，1956 年为 124.3。”⑥ 从

农民购买力和消费的情况看，1957 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

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目前我国农民大体上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过着略有积余的生活；有

① 参见国家统计局：《人民生活实现历史性跨越，阔步迈向小康——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四》，国家统

计局网，2019 年 8 月 9 日。

② 国家统计局：《人民生活实现历史性跨越，阔步迈向小康——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四》，国家统计局

网，2019 年 8 月 9 日。

③  《为什么要实行土地改革（宣传提纲）》，《人民日报》1950 年 12 月 12 日。

④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1992 年版，第 403 页。

⑤ 参见廖鲁言：《三年来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胜利》，《人民日报》1952 年 9 月 28 日。

⑥ 国家统计局编：《伟大的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的统计》，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第 1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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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六十左右过着有吃有穿的生活；有百分之十到十五过着少吃少穿的生活，这类人还需要国家和

农业合作社的帮助。全国平均起来，每个农民一年的农业生产净收入，大约有七十元左右，合到每

个农户一年的收入大约有三百元左右。”①“1950 年全国农民的购买力是八十一亿元，1956 年上升到

一百九十一亿元，比 1950 年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六。”②

再看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居民的支出情况（见表 7）。

表 7    1952—1956 年全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及指数

年 份
居民消费水平 居民消费水平（上年 =100） 居民消费水平（1952 年 =100）

全国居民 农村居民 全国居民 农村居民 全国居民 农村居民
1952 80 65 100.0 100.0
1953 91 72 107.5 102.8 107.5 115.1
1954 92 73 100.6 101.2 108.2 116.0
1955 99 80 106.8 108.2 115.5 120.3
1956 104 81 105.0 101.3 121.3 128.7

资料来源：《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年版）。

从居民消费水平看，一是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低于全国居民消费水平；二是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呈增

长态势，1956 年比 1952 年增长了 28.7%，增长水平高于全国居民的水平。

以上是全国的总体情况，已经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农民收入的增加情况。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

再举几个地区农民收入变化的情况来说明。

据 1952 年财政部对河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湖南、湖北、江西、甘肃 9 省 14 个县 15

个乡村 485 户农民收支情况的调查，平均每人总收入为 1180 斤原粮，其中农业收入为 974 斤，副业

及其他收入为 206 斤；平均每人支出为 1106 斤，其中政府各项负担支出为 148 斤，生活费用为 739

斤，生产投资为 157 斤，其他支出为 62 斤；平均每人剩余原粮为 74 斤。③

辽宁等 6 省的工农收入情况比较显示，农民家庭每个家庭成员全年的全部收入 ：辽宁省，1952 年

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89.2 元，比 1949 年增长了 68.9%。④ 在山东，1957 年农民纯收入为 71.47 元，比

1952 年提高 18.8%。⑤ 在河北，农民纯收入由 1952 年的 75.9 元增加到 1957 年的 96.3 元。⑥ 在黑龙

江，“一五”计划期间农村居民收入提高了 39.28%。⑦ 辽宁省 1955 年为 207 元，1956 年为 241 元；河

北省 1955 年为 114 元，1956 年为 95 元；江苏省 1955 年为 136 元，1956 年为 107 元；湖北省 1955

年为 90 元，1956 年为 113 元；四川省 1955 年为 76 元，1956 年为 88 元；陕西省 1955 年为 105 元，

1956 年为 119 元。⑧ 而吉林省的统计显示，农民的人均收入 1952 年为 82 元，1955 年为 77 元，1956

年为 76 元。1955 年、1956 年收入的减少也是由于农业歉收。这说明农民的收入和职工相比，是不稳

定的。职工的工资是由国家规定的，而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土地种植，自然条件的优劣、地理位置的

好坏，都会成为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但无论如何，农民的生活是逐步向好的方面发展的。

①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年版，第 330、327 页。

③ 参见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增订版·上卷），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62 页。

④⑤⑥⑦ 郭德宏、冯成略主编：《丰碑：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奋斗与辉煌》（辽宁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0、116、94、94 页。

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 国民经济统计报告资料选编》，北京：统计出版社，1958 年

版，第 311-3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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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农民的购买力 1952 年比 1950 年增加了 72%。① 1951 年，“东北农民的生活也普遍得

到改善，已有百分之七十左右过着中农的生活，购买力比上年度提高百分之三十七”②。在东北的

辽宁，城乡居民人均消费由 1952 年的 114 元增加到 1957 年的 157 元。增长了 43 元，增长百分比为

37.7%。③ 在广东，1952 年全省农民平均每人的社会商品购买力为 37 元，1953 年增加到 50 元。“一五”

计划期间，人均年收入 164 元。1957 年和 1952 年相比，全省农民人均粮食消费量增长了 11.7%，猪

肉、鱼肉的消费量增长 38.9%，糖的消费量增长了 31.2%，棉布消费量增长了 30%。④

三、大力增加人民群众收入的现实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人民群众收入不断增加，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长，人民齐

赞 ：“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进一

步坚定了广大人民群众紧跟共产党走的决心和信心，有力地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这给我们多方面

的启示。

第一，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

党就对这一问题有明确的阐述。1944 年 3 月，毛泽东就说过 ：“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力

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

治、旧军事，而我们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⑤ “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

题。”⑥ 这就把革命和解放生产力的关系说清楚了。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生产力标准。

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经济发展的现状，中国共产党对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更加重视。土地改

革、合理调整工商业、实现工业化等举措，无不与生产力密切相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56

年，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比较迅速的时期。工业方面，工业总产值 1949 年为 140 亿元，1950 年为

191 亿元，1951 年为 264 亿元，1952 年为 349 亿元，1953 年为 450 亿元，1954 年为 515 亿元，1955

年为 534 亿元，1956 年为 642 亿元。⑦ 如果以 1952 年指数为 100 的话，则 1949 年为 40.1，1950

年 为 54.7，1951 年 为 75.6，1953 年 为 128.9，1954 年 为 147.6，1955 年 为 153，1956 年 为 186.8。

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迅速增加。1949 年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30%，1950

年 占 33.2%，1951 年 占 38.6%，1952 年 占 43.1%，1953 年 占 49.6%，1954 年 占 49.1%，1955 年 占

48.2%，1956 年占 51.3%。⑧ 到了 1956 年，工业总产值已经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了半数以上。农业

方面，农业总产值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按 1952 年不变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 1949 年为 326 亿元，

1950 年为 384 亿元，1951 年为 420 亿元，1952 年为 484 亿元，1953 年为 499 亿元，1954 年为 516

亿元，1955 年为 555 亿元，1956 年为 604 亿元。如果以 1949 年的指数为 100 的话，那么 1950 年为

117.8，1951 年为 128.8，1952 年为 148.5，1953 年为 153，1954 年为 158.2，1955 年为 170.3，1956

①③④ 参见郭德宏、冯成略主编：《丰碑：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奋斗与辉煌》（浙江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6、103、136 页。

②  《东北人民政府人民经济计划委员会发表东北区一九五一年人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公报》，《人民日报》1952 年 4 月 15 日。

⑤⑥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 108-109、109 页。

⑦⑧ 参见国家统计局：《光辉的三十五年统计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 年版，第 9、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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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 185.3。① 生产力的发展，为人民群众收入的增长奠定了最为重要的基础。

第二，建立先进的社会制度。先进的社会制度是社会发展进步、人民收入增加的根本制度保障。

新中国，先进的社会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

日起，就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的。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进程中的理论与实践，为建立社会

主义制度创造了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更加完备。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我们党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教育制度，等等。在这一过程

中，新的社会制度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使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生产力的大幅发展，又促

进了人民群众收入的增加。正如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的，“国家

权力一旦掌握在有组织有领导的人民手里，便能发挥无敌的力量，使人民从悲惨的生活中解放出来，

使我们的国家有飞跃的进步，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得到改善”②。

第三，党和政府切实关心人民群众的利益。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治团体，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中国共产党一直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人民群众的利

益有多方面的内容，如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社会利益，等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就是实现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具体到人民群众的生活，毛泽东强

调 ：“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③ 他还具体讲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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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提出的共

产党员的八项标准包括：“一切党员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私人的利益之

上，党员的私人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的即党的公共利益。”⑤ 党的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 ：“党

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必须在生产发

展的基础上，逐步地和不断地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⑥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 ：“坚持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就要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

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带领人民创造幸

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⑦

第四，坚持党的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前述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先进的社会

制度、关心人民的利益等，都与党的领导密切相关。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制定并带领人民

实行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才使新中国成立时百废待兴的局面得以改变，人民群众的收入得以

不断增加，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得以逐步改善。因此，务必牢记，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

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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