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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

简称《决议》）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括为“十个明确”，其中第三个明确强调指

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

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

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 明确强调解决新时

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

思想。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认

为，人类活动本质上是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辩证

统一。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人民进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

理论升华和概括总结，是实践经验上的规律性总结

和思想理论上的创新性发展。而立足中国人民现实

实践活动之上的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必然内蕴着

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意蕴，它深刻反映了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本质关系。以人民为中心

发展思想既是对人民主体性根本价值立场的坚持，

也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深化和

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2] 它实现了真理尺度与价

值尺度的辩证统一。

一、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含蕴的真理尺度

任何一种思想的生成都离不开与人类实践相

联系的客观实际。所谓真理尺度是指“人类必须

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包

括认识和改造人自身），追求和服从真理”。[3] 真

理尺度的本质是客体性原则，它的存在和作用就

在于必须按照自己的面貌来制约和改造主体，并

对主体进行作用反映。这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原则。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实践基础上生成的，必然呈现出或内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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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这一客观事物的规定性和本质规律性。以人民

为中心发展思想从以下体现真理原则三个层面：

第一，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坚持了客体性

原则。所谓客体性原则，是指人的思想和行为要

切合客观对象的内容和规定性。那么，对于以人

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来说，就是它要高度地符合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定性和本质规律。这

一重大思想并非是脱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现实的思想成果，与之相反，它是遵循了客

观性原则：一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社会主要

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在具体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

的具体表现方式或表现形态。社会主要矛盾受社

会基本矛盾的根本制约和支配，但是，社会主要

矛盾具有不同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殊表现形态、

特点和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其根本原因就是社会主要矛盾从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

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深

刻表明人民主体的需要已经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发

生了深刻变化，这种需要不仅涉及物质文化需要

的提高，而且涉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

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4] 因而，

就新时代而言，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对人民群

众的愿望和要求的真实客观反映。同时，制约着

人民的美好需要实现的主要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问题。为此，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是贯彻于

我们党提出的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

略论断始终。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变化，这是以

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逻辑生成的客观依据。二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是社会主义，不是什么其他主义。正是由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才确定了以人民为

中心发展思想的本质规定性，因此，我们不能把

这一重大思想脱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

质来理解。三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进程的

规律性总结。《决议》指出：“全党要牢记中国

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5] 这

个“根本问题”实质上就是党的初心使命。党的

初心使命贯彻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始终。《决议》

把“坚持人民至上”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

宝贵历史经验之一。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本质

上是在新时代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实践的深

刻总结和反映。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以人民为中

心发展思想深刻反映和坚持了客观性原则。

第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坚持了条件性

原则。所谓条件性原则，是指客观对象所包含的一

切内容及其规律必须成为主体活动的前提性条件，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就是要坚持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现实性条件。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

想的理解出现过一些误读和误解：有一种观点认

为，以人民为中心就应该一切事情都要经过人民，

应该满足人民的一切利益需要。这种观点对吗？这

种观点，既对也不对。对的原因在于我们国家是社

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因此，应该一切事情都要经

过人民，应该满足人民的一切利益需要。就如《决

议》指出的那样：“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

就是江山，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

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6] 不对的

原因在于我们不能抽象理解以人民为中心，我们需

要具体联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条件来谈以人

民为中心。因此，我们不能把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

想简单地和单纯地理解为就是要不顾条件地满足人

民的一切需要，这在理论上是不对的，在实践上也

是有害的。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共同富裕问

题时，就提到“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强调

“要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

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不要好高骛远，

吊高胃口，作兑现不了的承诺”。[7] 因此，我们理

解共同富裕，不能从抽象的角度，而需要从具体的

角度。否则，就可能把共同富裕理解为“整齐划一

的平均主义”。[8] 实际上，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的理解脱离不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客

观现实，而这种客观现实本质上是由各种具体条件

综合而成。这种具体现实条件表现为，虽然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依然是世界上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依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故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是建基于新时

论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两个尺度”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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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条件之上的思想理论。同

时，我们坚持这一重大思想，还需要通过发展生产

力来改善和提高各种现实性条件，使这一重大思想

得到更好的落地。

第三，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坚持了统一性

原则。所谓统一性原则，是指对客观事物的认识

可以是多样化的，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对客观事物

的正确认识却是一元性的，这本质上是源自事物

的物质统一性在人类活动中的表现。以人民为中

心发展思想就是要坚持思想来源、实践原则和检

验效果等必须源自新时代伟大实践。从思想来源

来看，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是对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社会客观现实的反映，同时人类社会

发展的现实性本质也构成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

想的重要现实基础，因此，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

想的提出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

从实践原则和实践效果来看，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

想作为从实践中总结和概括的理论，其最终要回归

实践且由实践去检验和发展，同时这种实践的表现

形式是多样化的，不是单一的。从本质上而言，以

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所坚持的统一性原则是由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现实性所决定的。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不仅表现了真理原则，

同时真理原则也规范和指导着以人民为中心发展

思想的确立逻辑。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影响着以人民

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逻辑本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

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

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

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从根本上决

定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性质。首先，我国的

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必须通过人民才能发挥作用。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

本质特征和最大优越性，党的宗旨和使命就是全心

全意为人服务。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终目

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民共同富裕，既要求物

质生产的极大发展，又要求实现精神生产的极大发

展，从而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显

然，无论是经济层面、政治层面还是最终目标层面

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都要求以人民作为中心

开展各项工作，做到一心为民、情系人民。

第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特征影

响着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逻辑内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表现

出新的阶段性特征，总的来说就是要解决发展起来

之后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必然要反映到

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内容逻辑变化上。一

方面原因在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

根本依据在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这一矛盾

的变化必然导致实践主体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等发

生变化，而这必然反映到实践主体的需要内容的变

化上面，即人民群众的需要不在于东西“有没有”，

而在于东西“好不好”，而在于对“美好生活需要”

的期盼。另一方面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

我国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但

现阶段的发展仍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这就

要求转变发展方式，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实现高

质量发展。故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特

征必然会影响着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逻辑内容

表现形式，也就是说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实现的

层次、方式、具体内容等会受到影响。

第三，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水平在一定意

义上影响着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逻辑发展。

我们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水平本质上影响着我

们的理论创新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必然会影

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水平。正是由

于我们对“三大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我们

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当然，随着对“三

大规律”认识的更进一步的深化，我们将进一步

深化对人民主体性的认识，形成更为完善的创新

理论以反映实践的发展水平和程度。

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含蕴的价值尺度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不仅具有真理尺度，

而且也内蕴着价值尺度。所谓价值尺度，是指人

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必须遵循自身的

尺度和需要，从而使得世界适合人自身的生存和

发展。这种尺度的作用在于表现为按照自己的面

貌和目的来改造客观事物对象，当然也接受和转

化来自客观事物对象的反作用。以人民为中心发

论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两个尺度”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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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思想中的“人民”“中心”等关键词本质上就

深刻体现了价值尺度。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凸显了人民的

主体性。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其中，生产力与生

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最根本的。生产力在人类社

会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生产力结构中的劳动

者要素是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它是生产

力的主体。马克思曾经强调指出，人“是一个主体，

这种主体不是纯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

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

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9] 人就是生产力的主

体，是社会发展的主体，生产关系的变革也需要

通过劳动者主体的革命和实践来实现，而劳动主

体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以，唯物史观认为，

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创造者。在一定意义上而

言，唯物史观本质上就是群众史观。以人民为中

心发展思想很显然凸显了人民主体性，是唯物史

观在新时代的新发展。人民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比

如说对“中国梦”的实现主体就是人民，习近平总

书记说，中国梦不仅是国家的和民族的，也是“每

一个中国人的”。[10] 很显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靠全体中国人民去实现，人民才是实现中国梦的

主体；人民是利益享受的主体。习近平总书记明确

提出，“共享理念的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

展思想”[11]，共享理念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的根本要求。党性和人民性本质上是一致的，党除

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私

利。因此，人民是发展的评价主体。发展得如何？

是否为了人民而发展？最终评判者是人民群众。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三个真正”衡量的标准，强调

人民生活和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实惠”“得到

改善”“得到保障”。[12] 所以，我们说，人民主

体性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本质特征。

第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彰显了人民的

目的性。人民群众既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社会

发展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

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

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

件”。[13] 人的自由发展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人的目的。人的

自由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呈现出不同

特质和形式。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本质上也彰显

了人民的目的性，贯彻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

旨归。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我们坚持人

民之上和生命之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带领

人民坚决打赢了脱贫攻坚战，消灭了绝对贫困，在

建党一百年之际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坚持新发展

理念和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让全体人民

更多更公平地共享发展成果，等等。所有这一切都

是充分地体现了人民的目的性。

第三，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内蕴了人民价

值关系的多样性。价值的主体性是“通过价值主

体的多元化表现出来的，不同的具体主体有不同

的价值关系和价值原则”。[14] 人民作为价值的主

体性的表现形式并不是单一性的，而是复合性的。

一是从横向看，作为价值主体的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需求表现是丰富而广泛，这种需求不仅表现为

物质生活需求，也表现为精神生活需求；二是从

纵向看，作为价值主体的人民的需求高品质的，

是能够实现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三是从主体本身

看，作为价值主体的人民本质上是一个总体性概

念，人民是由具体的个人所组成的，因而，具体的

个人之间由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利益差异性，必

然导致价值关系具有多样性，当然，这种多样性是

建基于人民的根本价值关系之上的多样性。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不仅内蕴着价值尺度，

而且这种价值尺度也影响着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

想的生动实践。

第一，价值尺度明确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

想的价值目标。发展为了人民，这要求我们的一切

发展都要维护人民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革

开放以来，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人民生活水

平获得了不断提高，改革与发展所创造的“蛋糕”

愈做愈大。然而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生产力发展呈现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特征。

但党和国家始终重视人民利益的保障，因为人民是

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也是共和国的坚实底基。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

论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两个尺度”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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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15]

在新时代，通过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加强社区治理

体系建设，着力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与收入差距较

大等问题，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让改革与发展

的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第二，价值尺度明确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

想的实践主体。一是，人民是发展的动力主体。“人

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主体，

发展需要人民群众发挥主体作用。一方面，人民

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在从事物质生产劳动过程

中，个人通过运用生产技术，借助于生产工具，

进而创造出物质财富。人民群众是由无数个个体

组成的，当所有人创造的财富积累、汇总到一起，

最终形成社会物质财富，因此人民群众是物质财

富的直接创造者，对社会发展起着决定作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民”这个

可以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的主体。创造历史的主

体是人民，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的也是人民，“人

民 , 只有人民 ,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6] 另

一方面，人民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精神财富与

物质财富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基本概念不同，

但又相互联系、互相渗透。人民群众在物质生产

实践过程中，通过对生产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进而逐渐形成人类智慧的结晶。由此可见，精神

财富虽由物质财富决定，但又无法否定人民群众

是其直接的参与者。在当今，精神文化的作用仍

然不能被忽视，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即人民，同样

不能被忽视。立足于实践，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

作用，才能形成新时代的宝贵精神财富。二是，人

民是发展成果的享有主体。得益于改革与发展的红

利，现如今，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物质的极大丰

富，发展成果愈来愈充裕，随之产生的“蛋糕”由

谁分享问题是世界各国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以

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明确回答了这一难题。这既体

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底色，又体现了追求社会主

义共同富裕的坚定目标。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回

答了满足人民的普遍需求问题。进入新时代，我国

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呈现出新特点、新形式和新内涵。由此，在改革与

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切实做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

所应”。[17] 要尽力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求，以

人民的呼声所在作为发展与改革的方向与目标。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要以老百姓关心和期盼什

么，我们的改革就要抓住和推进什么，从而通过改

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18]

第三，人民满意度明确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

思想的检验标准。检验发展程度与发展质量的根

本标准即是人民的满意度与认可度。由于发展的

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因此，发展得好不好，发

展符合不符合人民的诉求，都需要由人民来检验。

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

事情做起。瞄准人民所关心的事情，持续提升发

展能力，做到令人民满意。一方面，始终以人民

满意度作为发展的检验标准。过去的一段时间，

一些地方出现了“唯 GDP 论”的现象，把 GDP 当

作唯一的检验发展的标准，进而导致了一系列社

会发展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民的根

本利益。所以，检验的重要标准应当是人民的满

意度。发展应该做到“定性”与“定量”的有机结

合，做到不唯 GDP 来论英雄。另一方面，始终以

提高人民满意度作为发展的指向。对照人民诉求与

人民的满意度，补齐发展的短板，切实提高发展的

质量。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把人民满意度

作为发展的“明镜”，发展的质量交由人民检验，

并根据人民的诉求而不断完善、不断提高。

三、坚持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的辩证统一

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是相互统一、相辅相成

的关系。真理尺度是价值尺度的必要前提，价值

尺度是真理尺度的根本目的。成功的实践必然是

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的辩证统一，必然是合规律

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

想作为当代中国人民生动实践活动的高度凝练，

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了两种基本尺度的辩证统一。

第一，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所内蕴的真理

尺度和价值尺度之间是相互贯通的。一方面，两

者在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中互为前提。真理是

形成和实现价值的必要前提，而真理就其本身来

说也是一种价值。真理尺度侧重于客体性、条件

性和统一性，它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即服从

论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两个尺度”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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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价值尺度侧重于主体性、

目的性和多样性，它回答了“为了谁”、“依靠谁”

等问题，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

“以人民为中心”来贯彻发展始终是符合客观要求

的真理尺度，而它又明确了把人民作为发展主体、

依靠中心的价值尺度，一种尺度的实现需要另一种

尺度作为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两者又是相互适应

的。真理尺度寓于价值尺度之中，价值尺度寓于真

理尺度之中。当一种尺度适应于另一种尺度，两者

才能更好发挥作用。在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中，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对真理的认识

也会因此进步，而价值尺度就需要发展自身以适合

于真理尺度的需要，反过来亦是如此。两者在该思

想中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

思想所内蕴的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相互贯通性，

具有深刻的联系性和具体的一致性。

第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所内蕴的真理

尺度和价值尺度之间是相互引导的。在人的实践

活动中，总是实现着从真理走向价值，从价值走

向真理的发展过程，这是由真理与价值之间的相

互贯通性所决定的。从真理趋向于价值而言，对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现实性的深

刻认识，本质上也是党的宗旨在新时代的新发展。

从价值趋向真理而言，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的解放，

更好地实现人的美好生活，真正实现人民主体性，

必然深入认识和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

践，提高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水平。据此，我

们说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所内蕴的真理尺度和

价值尺度之间是相互引导的。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所内蕴的真理尺度和

价值尺度的一致性最终需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获得回应和落实，这两种尺度

也需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获得统

一。总而言之，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本质上

内蕴着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我们在认知以人民

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精神实质时，要避免两种倾向。

一种倾向是，只认为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体现

了人民主体性的价值性意蕴；另外一种倾向是，

只认为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体现了新时代中国

的客观性意蕴。这两种倾向都是把以人民为中心

发展思想所内蕴的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割裂开来。

因此，正确认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所内蕴的

这两种尺度的辩证统一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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