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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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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方式，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基本工作方法。中国共

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实施了积极有效的政治动员，它极大地调动了新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提高

了党和政府的威信，推动了政治发展、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为新中国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但同时也出现了某

些负面效应。本文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特点和效应进行分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动

员提供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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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动员是指一定的动员主体，在特定的环境中，运

用各种动员方式去激发和鼓动动员客体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以期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的行为

和过程，“通俗来讲，就是利用各种手段，激发起人们对政

治的兴趣，鼓励他们参与政治”［1］( P． 288)。新中国成立后，成

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面临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这要求

中国共产党必须具有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使群众了解其

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使自己的立场、观点和主张获得

广泛的支持，从而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创造力，以保卫新

生的人民政权。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动员的特点

( 一) 采取群众运动的模式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动员是通

过群众运动的模式展开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人

民群众的历史活动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我们党接

受这一理论 并 将 其 用 于 政 治 动 员。“什 么 工 作 都 要 搞

群众运动，没有 群 众 运 动 是 不 行 的。”［2］( P． 143 )
这 种 政 治

动员模式通过 群 体 间 的 相 互 感 染 造 成 巨 大 的 声 势，使

群众从中受到教育和激励，充分调动起其积极性、创造

力，以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这一时期，党领导人民群

众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抗

美援朝运动、知 识 分 子 思 想 改 造 运 动、宗 教 界 的“三 自

革新”运动、“三反”运动、“五反”运动、新三反运动、社

会主义改造运动等。
( 二) 具有鲜明的国家性和阶级性

政党是一定阶级利益的代表，政党夺取政权就是为了

实现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

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时党的政治动员侧

重强调国家行动、决策同人民群众利益间的利害关系，目

的是让群众认识到国家与个人、家庭的命运和利益是紧密

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利益是个人利益的保障，这样，群众就

自觉地将个人利益融入党和国家政治行为中。
在志愿军打响入朝作战的第一仗的次日，中国共产党

在国内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在“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号召下，全国掀起参军、参战、支前的热潮，有

力地支援了志愿军在战场上的作战，也有力地促进了国内

各方面工作的开展。其他政治动员活动如土地改革、镇压

反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等运动，也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国家

和阶级、个人利益间的关系，在全国形成了一种爱国、爱

党、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基调和行动热潮。
( 三) 动员方式的多样化

政党可以通过利用政策、法律、经济、教育等多方面社

会资源来展开政治动员。新中国成立初期，民生凋敝，人

民群众文化素质较低，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国情，采取了人

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多样的动员方式: 通过召开代表会、干

部会、座谈会、展览会，劳动竞赛，利用广播大会、电影、幻

灯、戏曲、音乐，通过标语、图片、漫画、讲演、小册子和传单

等宣传手段，让群众看得见、听得懂，取得了较好的动员效

果。比如在 1951 年的镇反运动中，“上海市举行了反特展

览会，观众达 53 万余人，很多观众参观后，进行漫谈、讨

论，并提出保证，立了誓言，表示坚决协助政府做好镇压反

革命工作”［3］。“铁道部青年文化列车开赴东北，利用演

唱、快板、诗歌朗诵、活报、话剧、秧歌剧、合唱等形式，广泛

宣传了抗美援朝。”［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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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动员的效应分析

(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动员的正面效应

1． 基本解决了社会问题，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新

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的目的就是要调动

新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提高党和政府的威信，

推动政治发展、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为新中国建设提供

了强有力的保障。抗美援朝运动、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

革命运动使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经济建设和文化

教育事业也都前进了一大步;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宗
教界的“三自革新”运动、“三反”运动、“五反”运动、新三

反运动、扫除旧社会痼疾的民主改革运动，明显改善了社

会风气，净化了社会环境，振奋了民族精神; 社会主义改造

运动消灭了剥削制度，使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2． 形成了全社会的政治认同，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

和政治参与热情。这一时期的政治动员激励和调动了人

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人民群众

受到了普遍而深入的爱国主义教育，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

尊心和自信心;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发动群众，在斗争中提

高农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当

家做主，使广大农民真正“翻身做了主人”。使广大人民群

众树立了“主人翁”意识，从而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

标创造了有利条件。
3． 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的覆盖面，提高了群众对

党的认同，巩固和扩大了党的执政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

历次政治动员过程中党的政策宣传、思想教育等党的使纲

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这不仅提高了

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参与热情，更增强了群众对党和政

府的了解和信任，缩短了党员干部与群众的距离，提高了

党政治威信。孟子曾讲: 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通

过科学有效的政治动员将全国人民紧紧地团结到自己周

围，巩固和扩大了党的组织和执政基础，成为新中国坚强

有力的领导核心。
( 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动员的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政治动员如同一把双刃剑，它在动员全体社会成员对

旧社会和体制进行彻底改革的同时又要进行秩序重建，在

这一过程中，必然会带来若干负面效应。
1． 群众运动式的政治动员模式能充分调动全民政治积极

性，但若把握不好，会对民主法制造成破坏，造成社会的无序

化。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动员采取群众运

动的模式，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有一定的负面效应: 易出

现全社会总动员、群众过度参与现象，从而形成革命化的思维

和政治文化，破坏社会正常的民主法制，将政治动员引向无序

化。那时的情势正如薄一波所言:“现在的情况是指挥官未进

入阵地，散兵式的各自为战，领导上的自顾不暇，运动是在没

有领导或半有领导的情况下进行着，工人、店员的每一斗争，

报纸上的每一宣传鼓动，都使领导的被动性越陷越深。这种

情况继续下去是很危险的。”［5］( P． 170)

2． 如不能虑及政治动员环境的变化，依然采用阶级斗

争式的动员机制，过度强调阶级性，会成为阶级斗争扩大

化的一个助推器。另外，在一些运动中，群众被广泛的发

动起来，但运动发展不平衡，内部产生不同的意见，互相之

间发生的争斗，往往被看做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从而使阶

级斗争扩大化。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动员对新时期政治动员的借

鉴和启示

( 一) 加强动员主体即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建设

政治动员取得的效应的大小与动员主体自身的素质

和能力是分不开的，动员主体自身的素质和能力较高，那

么政治动员就能取得较为良好的成绩，反之则会弱化政治

动员的作用，甚至会引起社会的无序和混乱。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取得巨大成

就与科学有效的动员方式分不开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

新时期，世情和党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党必须加强其思

想、组织、作风建设，加大反腐力度，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不断提高党政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通过党自身的科学

化和先进性建设来推动党的政治动员建设，提高政治动员

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 二) 加强对动员客体的教育，提高其文化和政治素

质，推进政治社会化进程

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政治动员的动员客体，新中国成立

初期由于人民群众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较低，在政治动员

运动中容易出现“过火”现象，严重影响了党的政治动员的

积极效应的发挥。在开放变革的今天，旧有的经济和政治

逐渐被打破，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政治取向也随之

发生巨大改变，呈现出价值的多元化特点。因此，党必须

在政治动员的过程中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和政治

素质教育，提高其政治觉悟和参与程度，增强其对社会主

义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推进政治社会化进程，使广大人民

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政治动员中发挥更加巨大

的作用，使其成为政治动员活动中的生力军。
( 三) 合理利用新兴动员媒介，注意动员方式的多样

化、有效性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政治动员方式的多样化，在科技

迅速发展的新时期，互联网的应用、信息技术的革新和发

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传播方式，大大增强了信息和文化的

覆盖广度和深度，为政治动员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条件，同

时对传统的政治动员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因此，

中国共产党必须建立一支掌握现代科学知识、懂管理的政

治动员队伍，充分利用新兴动员媒介，使动员方式更加多

样化，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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