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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试论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的发展∗

丁 建 定　 　 　 罗 丽 娅

摘　 要：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中国的民生事业，党的几代领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民生的重要思想。 毛泽东很早就

提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 邓小平指出，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衡量各

项工作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 江泽民提出，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胡锦涛提

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 习近平提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民生

是指南针。 这些思想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生的基本思想和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重要

贡献，并为新中国民生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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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宗旨之一就是为全中国人民

谋幸福。 这一宗旨贯穿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

命、建设与改革事业的整个过程。 民生既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的出发点，更是

其落脚点，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中

国共产党及其几代领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
锦涛和习近平在带领中国人民所展开的长期不懈的

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始终把改善和保障民生、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分别提

出了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问题、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衡量各项工

作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

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
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民生是指南针等一系列重要

论断。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关

于民生的思想，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的集中

体现和集体智慧，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

要内容，指导着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不断走向

新阶段，推动中国的民生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

一、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

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

　 　 关注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心之

一。 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阶段，武装

革命和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改善民生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两大相辅相成、互相支

持的重要法宝。 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

人之一，尤其是作为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始终在强

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革命的同时，非常重

视以土地革命为核心内容的民生改善及其对中国革

命道路、目标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之初

的一系列民生思想，更多地赋予民生以下的意义与

功能，即通过发展和改善民生争取人民群众支持和

拥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斗争， 一方面开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２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史（多卷本）”（１９ＺＤＡ２３４）。
作者简介：丁建定，男，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重点基地华中科技大学养老服务研究中心主任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罗丽娅，女，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０７



武装革命，一方面开展土地革命，以武装革命推动土

地革命，以土地革命促进武装革命，从而夺取革命胜

利，并维护新兴革命政权。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

期和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残酷卓绝的军事

斗争伴随着艰难困苦的生活条件，成为威胁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红色政权以及革命前途的重

要因素。 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在非常重视政治

与军事斗争的同时，非常强调发展和改善民生，并在

一系列重要文献中对此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刻

而富于时代特征的论述。 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

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指出，在白色势力的包围中，
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
“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
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
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①可见，民生问题不仅

事关人民群众的生活，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

武装和割据政权是否能够长期存在的重要影响因

素。 毛泽东还系统深刻地阐述了改善民生与武装革

命、工农群众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他在《关
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一切群众的

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 假如我

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
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

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 “我们应该

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

题。 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
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

的旗帜。”②显然，武装革命与土地革命、打土豪与分

田地等中国革命的基本思想和战略策略基本呈现出

来。 只有实现武装革命的胜利，打倒土豪，才能更好

地开展土地革命，实现分田地；也只有开展土地革

命，才能争取群众的支持，进而实现武装革命的胜

利。 以土地革命为最高表现形式的民生改善成为中

国革命的两大基本方式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团结和争取一切愿意抗日

的力量，必须既重视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又注意发

展生产、改善民生，更要关注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

量的基本利益。 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和巩固最广大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民生问题不仅仅是生活问

题，而且还是关系到抗日根据地的长期存在、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能否建立和发挥重大作用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在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更具战略与策略意义

的民生思想。 他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

前途》中阐述了改善民生对于发展和壮大抗日力量

的重要性，指出：“必须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
并立即开始实行……这些新政将使抗日力量无限地

提高，巩固政府的基础。”③为了争取更加广泛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毛泽

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系统地论述了全民族抗

战中民生工作的基本原则。 他指出：“在新民主主

义的国家制度下，将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

策。 一方面，保护工人利益，根据情况的不同，实行

八小时到十小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和社

会保险，保障工会的权利；另一方面，保证国家企业、
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的赢

利；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

力。”④显然，发展生产和改善群众生活，事关争取和

团结抗日力量、建立最广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
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在国内

革命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以及取得胜利后的情况下，
正确处理革命快速取得胜利与革命快速发展中带来

的民生问题，正确处理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国家建设

与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成为事关新中国前途

和命运的重大问题。 毛泽东在一系列著作中既对中

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改善民生的基本观点

进行了宏观阐述，又对一些具体民生工作的推进和

实施予以微观指导。 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

工作的方针》中指出：“各解放区有许多灾民、难民、
失业者和半失业者，亟待救济。 此问题解决的好坏，
对各方面影响甚大。 救济之法，除政府所设各项办

法外，主要应依靠群众互助去解决。 此种互助救济，
应由党政鼓励群众组织之。”⑤在《为争取国家财政

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中，毛泽东又指出：
“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

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 必须继续认

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⑥毛泽东在《国家

预算要保证重点建设又要照顾人民生活》中更加具

体地指出：“一九五六年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

有所增加，人民是高兴的……一九五七年的年度计

划，在某些方面必须比一九五六年作适当压缩，以便

既能保证重点建设，又能照顾人民生活需要。”⑦

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与主张，对于推进中国革命

取得最后的胜利，推动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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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衡量

各项工作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提出的

改善和发展民生的思想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
邓小平明确回答了为什么改革开放、怎么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的根本目标是什么等问题。 这就是：改革

开放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开放

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的根本目标除了

发展生产力，就是满足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社

会主义制度的要求，是改革开放的根本目标之一，是
判断各项改革开放政策是否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标

准，是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
改革开放是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革命性

变革，在快速提升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的同时，
也带来一些民生问题。 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

平就很重视和强调改善民生。 邓小平明确指出，我
们搞四个现代化，因为经验不足，会面临多方面的困

难。 如改造一个企业就要减人，减下的人怎么安置，
这也是困难。⑧在经济调整中，有些企业或者会全部

停工，或者会半停工。 有关地方、有关部门对这些单

位的干部和工人，除了安排他们轮流从事一些生产

劳动，主要应该有计划地、认真地对他们进行正规培

训，提高所有受训干部、工人的政治觉悟和业务能

力。 要继续广开门路，主要通过集体经济和个体劳

动的多种形式，尽可能多地安排待业人员，要切实保

障集体劳动者和个体劳动者的合理利益。⑨他强调

指出：“一定要努力帮助群众解决一切能够解决的

困难。 暂时无法解决的困难，要耐心恳切地向群众

解释清楚。”⑩显然，关注和改善民生不仅是改革开

放事业起步的条件，也是保证和实现改革开放事业

顺利推进的条件，更是向全国人民宣告了改革开放

的目的所在。
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事业，邓小平非常明

确地指出了改革开放的根本目标就是提高人民的生

活水平，并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社会主义的

基本要求。 他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

要消灭贫穷。 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

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社会主义经

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

收入是否增加。 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 我们坚持社

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
首先必须摆脱贫穷。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

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

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

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人民生活长期停滞在很低的

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他坚定地指出：“不坚持

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

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

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

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显然，在邓小平看来，不断

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既是改革开放的目标，更是

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
邓小平不仅关注改善和提高民生，还非常强调

共同富裕在改善和发展民生中的重要意义。 他指

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

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 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

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

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

东西。”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

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

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

裕。

三、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党的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江泽民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期间，是中国经

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阶段，减员

增效等一系列经济改革举措使得民生领域出现一些

问题。 因此，江泽民对民生问题提出的一系列论述，
不仅是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也是正确处

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必需，是其所提出的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应对国有企业深化

改革的需要。
江泽民系统论述了改善民生在党的工作中的地

位。 他明确指出，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我们党

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 人民生活不断改

善，就会更加拥护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更
加充满信心地投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我
们党的执政基础也就能够日益巩固。 在整个社会生

产和建设发展的基础上，不断使全体人民得到并日

益增加看得见的利益，始终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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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职责。 全党同志心中始终都要装着人民群众，
关心人民群众，千方百计地为他们谋利益，带领他们

艰苦奋斗，创造幸福生活。

江泽民十分强调改善民生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建设中的地位。 他指出，必须把实现和维护最广

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改革和建设的根本出发点。
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都要努力

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

社会发展的成果。改革开放的重要目的是改善人

民生活。 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目的都是为了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改革越深化，
越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把最广大人民

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他们的

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不断改善人民生

活，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 目前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还不高，一部分群众的生活还比

较困难。 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从政治的高度和稳定的

大局出发，始终把解决好人民生活问题作为党和政

府的根本任务。

江泽民非常关注改革过程中一部分职工的生活

困难。 他指出，由于改革深化和其他各种原因，有些

国有企业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生产经营困难，
影响到部分职工的工作和生活。 对此，各级领导要

及时研究，认真解决。 必须认识到，从本质上讲，改
革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长远利益的，是让人民群

众特别是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得到最大的利

益。 我们也要十分重视部分企业和职工面临的困

难。 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妥善解决好群众生活特

别是困难企业职工的生活问题。

江泽民特别强调必须始终坚持“一要吃饭，二
要建设”的原则。 他指出，正确处理“吃饭”与“建
设”的关系，把人民生活放在优先位置，保证机关事

业单位职工工资的按时发放。 搞建设要从实际出

发，量力而行，充分考虑地方财力和群众的承受能

力。 上项目应该着眼于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改善

人民的生活条件。 能否处理好“吃饭”与“建设”的
关系，要作为衡量领导干部能否坚持实事求是、坚持

走群众路线的一条重要标准。

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

　 　 胡锦涛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系列思想，是

他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直接使然，也是他提出的“以
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要求，是他

提出和推进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更是他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必然要求。 胡锦涛明确指出，提高人民物

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根本目的。 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
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

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

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胡锦涛论述了保障和改善民生与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的关系。 他指出，要牢牢把握保障和改善民生

这一根本目的。 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扩大消费的必然要求。 要针对当前

民生领域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加大财

政投入力度，切实办好涉及民生的大事要事，重点加

强对困难群众的帮扶，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要加强

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的制度建设，增强公平性、透明

度、可持续性。

胡锦涛还系统论述了“以人为本”和改善民生

的关系。 他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发展

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不

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我

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

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

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努力形成

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生的生动局面，
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
有所养、住有所居。

胡锦涛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坚持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根本要求。 他指出，坚持立党为公、执政

为民，必须落实到关心群众生产生活中去，必须围绕

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来落实，努
力把经济社会发展长远战略目标和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阶段性任务统一起来，把实现人民长远利益和当

前利益结合起来。 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

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心力

去办。 要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对群众生

产生活面临的这样那样的困难，特别是对下岗职工、
农村贫困人口、城市贫困居民等困难群众遇到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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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问题，一定要带着深厚感情帮助解决。

对于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胡锦涛强调，我们的

事业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民群众利益需求也在发

展。 实现群众愿望，满足群众需要，维护群众利益，
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 我们要细心体察群

众愿望和利益要求的变化，使我们的政策措施更全

面更准确地反映群众利益，使我们的工作更好更有

力地体现群众利益。

显然，胡锦涛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系列思

想主张，既是他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要思想的重要内容，更
是实现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理念、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五、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民生是指南针

习近平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思想具有更

加鲜明的新时代特征，它是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这一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将

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第二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必然要求。 正因为此，习近平明确指出，
“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民生是‘指南针’”。“让
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

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

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要随时随刻倾

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习近平论述了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 他

指出，发展的目的是造福人民。 要让发展更加平衡，
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发展成果人人共享。民生是

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 要实现经济发展与

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改善民生是推动发展的根本

目的，抓民生也是抓发展。 我们的发展是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 既要通过发展经济，为持续改善民生奠定坚实

物质基础，又要通过持续不断改善民生，为经济发展

创造更多有效需求，实现两者良性循环。

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总体

思路。 他指出，要确立“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

制度、引导舆论”的工作思路。 “守住底线”，就是要

重点保障低收入群众的基本生活。 “突出重点”，就
是要注意稳定和扩大就业。 “完善制度”，就是要坚

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加强城乡社

会保障体系建设。 “引导舆论”，就是要促进形成良

好舆论氛围和社会预期，引导广大群众树立通过勤

劳致富改善生活的理念。抓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住最需要关心的人

群，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锲
而不舍向前走。 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

习近平还对改善民生提出了具体要求。 他指

出，改善民生要做到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发展愈是

向前，愈要体现到人民生活改善上。 民生工作直接

同老百姓见面、对账，承诺了的就一定要兑现，要做

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

实惠。 同时还要意识到，群众对生活的期待是不断

提升的，需求是多样化、多层次的，而我国仍处于并

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善民生不能脱离

这个最大的实际提出过高目标，只能根据经济发展

和财力状况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那些现实条

件下可以做到的事情。“保障改善民生，要更加注

重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精准帮扶，要在经济发展

基础上持续改善民生……要实施精准帮扶，把钱花

在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针对性帮扶上，使他们有

现实获得感，使他们及其后代发展能力得到有效提

升。”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非常重

视改善和发展中国的民生事业，提出了一系列关于

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思想。 从毛泽东提出一切群

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邓小

平指出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衡量各项工

作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到江泽民提出不断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胡
锦涛提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再到习近平提出做好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民生是指南针，这些思想体现了中国

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

心和使命。 党的几代领袖关于民生的重要思想，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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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的必然要求，也是中

国共产党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的重要前提。 这些思

想不仅保证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而且保证了中国

共产党走向发展壮大；不仅保证了新中国社会主义

建设的发展，而且保证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不仅极大地推动

了中国民生事业的发展，而且不断巩固和增强中国

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和政治认同。 这些思想更加

鲜明地体现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根本属性与基本目标，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关于民生思想的重要内容，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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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ｙ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ｘｐ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ｓｏｌｉ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ｃａｕｓｅ ｉｎ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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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