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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探索国家

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析

■ 季春芳 李正华

［ 摘 要 ］ 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和重大使命 。 新中 国成立

初期是中国 国家治理模式从传统向现代急剧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 。 作为 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开国领袖 ， 毛泽

东为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作出 了巨大努力 。 在开山劈路的新中 国建设发展中 ，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

立足新中国客观实际
，

一边稳定新中 国政权
，

一边发展新中 国事业 ；

一

边学习苏联 ，

一边反思苏联模式弊端 ；

一

边在艰难 中探索 ，

一

边在行进中总结 。 这既是特殊年代里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
也是

中国历史行进至此在国家治理领域内 的必然表现 。

［ 关键词 ］ 毛泽东 ； 国家治理现代化 ； 新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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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 民共和 国 的成立结束 了 自鸦片战争

以来 中华民族的百年动荡 。 在新旧交替 的特殊

时期 ， 新中 国将 向何处去 ？ 中 国共产党能给人

民带来什么 ？ 在新中 国成立初期 ， 毛泽东心揣

愿景 ， 在探索契合新中 国 国情的 国 家治理现代

化道路上付出 了 巨大努力 ， 促进了新 中 国 的安

定 团结与恢复发展 ， 亦为新时代推进 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启示 。

一

、 边稳定边发展 ： 稳定新中国政权 ，

发展新中国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 国 的成立 ，
标志着 中 国发生

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 然而 ， 这个新生政权能否

经受得住各种挑战 的考验 、 实现平稳过渡并发

展壮大 ， 是当时不少 国家及人士质疑并观望的

问题 。 从革命战争 中
一路走来的毛泽东 ，

一边

稳定新中 国政权 ， 为发展创造安全环境
；

一边

发展新中 国事业 ， 为稳定提供可靠保障 ， 实现

了稳定与发展的双丰收。

（

一

） 稳 定新 中 国 政权
，
为发展创 造安全

环境

历经战乱的 中华 民族 ，
无 比 渴求一个平稳

安定的环境来休养生息 、 恢复发展 。 为谋求国

家的长治久安 ， 毛泽东采取了
一

系列重要措施 。

为巩固新生政权 ， 在毛泽东领导下 ， 人民

解放军肃清 了 国 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军队 ， 并和

平解放西藏 。 在新 中 国宣布成立之时 ， 国 民党

大量残余军队还占据着湘南 、 两广等地区 ， 云 、

贵 、 川 、 藏亦 尚待解放 。 １ ９４９ 年下半年 ， 在毛

泽东
“

宜将剩 勇追穷寇
”

思想的鼓舞下 ， 人民

解放军采取远距离迂回包围 的战略 ， 追歼 了 退

守在湘南等地区的白 崇禧集团 。 同 时 ， 人民 解

放军挺进贵州 ， 解放重庆和成都 。 云南 、 西康

两省通 电起义 ， 和平解放 。
１ ９５０ 年春 ， 随着解

放全国大陆的战斗 的基本结束 ， 中 央军委部署

了 解放海南 岛 和东南沿海诸岛 的战役 。 此外 ，

毛泽东还深刻洞察到印度 、 英国 、 美 国在西藏

问题上 的不同 心态 ， 以其高超的政治智慧 指导

了 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和平谈判 。
１ ９５ 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 ， 《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

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 签订 。 截至 １９５ １ 年底 ，

除台湾及少数几个岛 屿外 ， 全国各地均获解放 。

为巩 固新生政权 ，
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开

展了抗美援朝 、 镇压反革命和
“

三反
” “

五反
”

运动 。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 朝鲜半岛爆发大规模战争 。

美国立 即进行了武装干涉 ， 同时侵人 台湾海峡 ，

阻挠中 国统一 。 针对美国 的嚣张气焰 ， 基于 国

家安全的战略立场 ， １ ０ 月 ８ 日 ， 毛泽东作 出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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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中 国人民 志愿军 的重要指示。 １ ９ 日
， 中国

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人朝作战 ， 并最终迫使

以美国 为主的
“

联合国军
”

停战 。 抗美援朝是
“

新中 国 成立后 中 国人民同世界上最强大的敌

人进行军事较量并取得胜利 的
一次保家卫国战

争
” ［

１
］

， 大大提高 了新中 国 的国际地位 。 镇压

反革命是巩固新生政权的又一重大举措 。 １ ９５０

年 ３ 月 １ ８ 日
， 中共中央发布 了 《关于镇压反革

命活动 的指示 》 。 随后的一系列行动 ， 清除了

盘根错节 、 长期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匪患 ，

稳定了全国 的社会秩序 。 此外 ，
由 于 中 国共产

党政治地位和时代环境 的变化 ， 有的党员 干部

滋长 了腐败风气 ， 严重影响 了党的执政形象 。

１ ９５ １ 年底至 １ ９５ ２年 １ ０月 ，全国开展了
“

三反
” “

五

反
”

运动 。 这是当时 中 国共产党应对执政考验

的必要之举 。 正如 毛泽东所说 ：

“

毫无疑义应

当进行
‘

三反
’

和
‘

五反
’

， 不进行这
一正义

的斗争我们就会失败 。

” ［
２

］

（
二

） 发展新 中 国 事 业 ，
以发展推动稳定

新中 国成立后 ，
百废待兴。 发展是历史和

时代给新中 国提出 的重大任务 。 只有实现各方

面事业的发展 ， 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 ， 才

能从根本上解决影响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问

题。 迫于 当时物资短缺的普遍现象 ，
工农业生

产显得尤为重要。

四万万人的吃饭问题 ， 考验着 中 国共产党

的执政本领 。 长期 以来 ， 封建土地所有制严重

束缚 了农业生产力 的发展 ， 造成 了农业生产技

术的落后和农民生活的 困苦 。 新中 国成立时 ，

除老解放区外 ，
全国 尚有约三分之二的农民受

制于封建土地所有制 。 为适应形势发展 ， 解决

广大人民迫切的吃饭问题 ，
１ ９５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

，

中央人民政府通过 《 中华人民共和 国 土地改革

法 》 。 ３０ 日
，
毛泽东签发 《关于实施土地改革

法的命令 》 。 按照
“

依靠贫农
、
雇农

， 团结中农 ，

中立富农 ， 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 ，

［ １ ］ 当代中 国研究所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稿 》 第 １ 卷 ，

人民 出版社 、 当代中国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２ 年版 ， 第 ８５ 页 。

［ ２ ］ 《毛泽东传 》 （ 三 ）
，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 １３ 年版 ，

第 １ １ ９７ 页 。

发展农业生产
” ［

３
］

的政策 ， 新中 国开展了 波澜

壮阔 的土地改革运 动 。

“

从 １ ９５ ０ 年冬到 １ ９５ ２

年底 ，
人民政府从地主手里没收 了 约七亿亩土

地 ， 无偿分配给三亿多无地 、 少地的农民 。

” ［ ４ ］

获得土地的农 民欢欣鼓舞 ， 生产积极性大大提

高 ， 农作物产量大幅增加 。

［
５

］

农作物产量的快速增长有效解决了 人民群

众的吃饭问题 ，
显著改善 了人 民群众的生活水

平 。此后 ， 为应对
“

人 口 众多
、
已耕的土地不足 （ 全

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 田地
，
南方各省很多地方

每人只有一亩田或只有几分 田 ） ， 时有灾荒 （ 每

年都有大批的农 田
， 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水 、旱 、

风 、 霜 、 雹 、 虫的灾害 ） 和经营方法落后
” ［

６
］

的情况 ， 毛泽东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 了农业

合作化运动 ， 进一步解放 了农村生产力 ， 为社

会主义工业化奠定 了重要基础 ， 推动 了 国 民经

济的整体发展。

社会主义工业化能否实现 ， 考验着 中 国共

产党的治 国能力 。 新 中 国成立之初 ， 由于过去

工业基础薄弱 ， 加之战争破坏 ，
工业发展举步

维艰 。 据统计 ， 在生产方面 ，
１ ９４９ 年较抗战前

最高产量相 比 ， 生铁 只 占 ２ ３ ． ９％ ， 钢 占 １ ７％ ，

煤炭下降了４２ ．４％ ， 发电量下降了２８ ． ３％
， 水泥

下降了７ １ ． ２％ 。 交通运输方面 ， 当时仅铁路就

有 ２ 万公里路段 、
３０００ 多座桥梁及 ２ ００ 多个隧

道因遭受战争破坏无法继续使用 。

［
７ ］

要想从根

本上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 ， 奠定社会

主义工业化的物质基础 ， 抗击帝国主义国家对

新中 国 的打压 ，
防止反革命分子对新 中国的颠

覆 ， 就必须大力发展工业 。 在毛泽东领导下 ，

新中 国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 了工业建设 。 １ ９４９

［
３ ］ 中 国经济论文选编辑委员会编 《

一九五〇年中国经

济论文选 ？

第二辑 》 上册 ， 三联书店 １ ９５ １ 年版 ， 第 ８ １ 页 。

［ ４ ］ 齐涛主编 、 谢春涛著 《 中 国政治通史 》 第 １ ２ 卷 ，

泰山 出版社 ２ ００３ 年版 ， 第 １８ 页 。

［ ５ ］ 参见国家统计局编 《 中国统计年鉴 １ ９８ ３ 》 ， 中国

统计出版社 １ ９８ ３ 年版 ， 第 １７ １
－

１ ７２ 页 。

［
６ ］ 《毛泽东文集 》 第 ６ 卷 ，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 ９ 年版 ，

第 ４２９ 页 。

［ ７ ］ 参 见张奕 曾 、 王玉玲 主编 《 新 中 国 经济建设史

（ １９４９－ １ ９９５ ） 》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 ， 第 ６
、
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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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１ １ 月 １ ７ 日 ， 全国煤炭会议确定 了 以恢复为

主 、 新建改建以东北为煤炭主产地的生产方针 。

１２ 月 １ ６ 日
，
全国钢铁会议部署 了１９ ５０ 年钢铁

生产 的计划工作 。 在一系列安排指示下 ，
新 中

国顺利接管了东北 、 华北 、 华东 和华中等地的

厂矿 ， 并迅速投入生产 。 由于废除了不合理的

管理制度 ， 改善了工人的政治地位 ， 鞍山 、 本

溪 、 沈阳 等 多处厂矿创造 了新的生产纪录 ， 钢

铁 、 煤炭 、 机械制造等产业取得了重大成就 。

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 ，
毛泽东作 出 了

“

三

年准备 、 十年计划经济建设
” ［

１ ］

的战略安排 。

从 １ ９ ５３ 年开始 ， 新中 国实施了 国 民经济第
一

个

五年计划 。

“
一五

”

计划以苏联援助中 国的 １ ５６

项工程为核心 ， 涉及能源 、 军工 、 化工等多个

方面 。 在苏联的援助 和 自 身的努力下 ， 我 国逐

渐形成了初步的工业体系 ， 为建设独立 、 富强 、

民主的新 中 国奠定 了重要基础 。

二 、 边学 习边创新 ： 既学 习苏联 ， 又

反思苏联模式弊端

新中 国在探索 国家治理时 ， 面 临着选择方

向 、 开创道路等重大问题 。 作为新中 国主要领

导人 ， 毛泽东担负着时代和人民赋予的艰巨任

务 ， 在边学习边创新的过程 中披荆斩棘 ， 使新

中 国 的国 家治理道路逐渐明朗化 。

（

一

） 创新始于 学习

基于多重复杂原 因 ， 新 中 国在开展社会主

义建设时选择了学习 苏联模式 。 在 旧 中 国积贫

积弱基础 上建立起来的新中 国 ， 存在着先进政

治制度与落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 如何妥善

解决这一矛盾 ，
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道路的合

理性 。 十 月 革命后 ， 苏联 （ 苏俄 ） 以 高度集中

的指令性计划迅速汇集全国人 、 财 、 物力建设

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 ， 给新中 国诸多鼓舞和启

发 。 正如 毛泽东在谋划新中 国建设道路时指出

的 ，

“

我们现在也面 临着和苏联建 国初期大体

相 同 的任务 。 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 国改变

成为
一

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 国
” ［

２ ］

。 因此
，

“

苏

［ １ ］ 《毛泽东文集 》 第 ６ 卷
， 第 １ ４３ 页 。

［
２ ］ 《毛泽东文集 》 第 ７ 卷 ，

人民 出版社 １ ９９９ 年版 ，

第 １
１７ 页 。

联共产党就是我们 的最好的先生 ， 我们必须向

他们学习
” ［

３
］

。 毛泽东的上述观点表明 了新中

国学习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 的立场 。 建设经

验的缺乏 ，
也是中 国选择苏联模式的重要原因 。

新中 国建立在
一

穷二白 的物质基础上 ， 国家治

理经验也相对不足 。 立足新中 国客观情况 ， 总

结国际社会主义建设经验 ， 无疑是初次探索社

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 良好选择 。 在完成国 民经

济恢复重任之后 ， 新中 国开始实施
“
一五

”

计划 。

１ ９５３ 年 ２ 月 ７ 日
， 毛泽东根据发展中 的问题指

出 ，

“

我 们要进行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 ，
工作

很艰苦 ， 经验又不够 ，
因此要学 习苏联的先进

经验
”［

４
］

。 针对当时对中 国学习苏联模式存在

疑义 的人 ， 他指 出 ，

“

对于那些在这个问题上

因不 了解而产生抵触情绪的人 ， 应该说服他们 。

就是说 ， 应该在全国掀起
一

个学习苏联的高潮 ，

来建设我们的 国家
”［

５ ］

。 此外 ， 面对以美 国为

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 国 的政治打压 、 经济

封锁 、 军事威胁 ， 选择可靠的 同盟军 ， 是当时

新中 国选择苏联模式的又
一重要原因 。

对苏联模式的学 习 ，
体现在新 中 国事业的

方方面面 。 比如 ， 在政权体制上 ， 新 中 国按照

苏联政权的组建方式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 ，
其

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 在经济体制 上 ，
与苏

联经济发展模式类似 ， 新 中 国依靠政治力 量完

成国 民经济恢复后 ， 又积极着手
“
一

化三改
”

，

以生产关系 的变革促进生产力 的发展 ，
逐步迈

向社会主义 。 同时 ， 以 １ ５６ 项重点工程为核心 的

工业基本建设也主要是在苏联的支持下完成的 。

（
二 ） 在反思苏联模式弊端的 基础上不 断

创新

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 国 内外形势 的变化 ，

促使毛泽东反思苏联模式的弊端 ， 探索中 国 自

己 的建设道路 。 这也是推动他探索 国家治理现

代化理论与实践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 。 在 国际

方面 ， 苏联模式弊端逐渐显露 。 １ ９５６ 年 ２ 月 ２４

日
， 在苏共二十大闭幕当夜 ， 赫鲁晓夫抛 出

一

［ ３ ］ 《毛泽东选集 》 第 ４ 卷
，
人 民 出 版社 １ ９９ １ 年版 ，

第 １
４８ １ 页 。

［
４ ］ 《毛泽东文集 》 第 ６ 卷

，
第 ２６３ 页 。

［ ５ ］ 《毛泽东文集 》 第 ６ 卷
，
第 ２６４ 页 。

６０



党和 国家领导人生平思想研究 新中 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析

份全面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 ， 在苏

联和整个社会主义 阵营 中引 起震荡 。 其后 ， 波

匈事件和我 国接连 出现的
一些不安定情况 ， 引

起了 中 国领导人的警惕和深思 。 毛泽东就指 出 ，

“

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

程 中 的
一

些缺点 和错误 ， 他们走过的弯路 ， 你

还想走 ？ 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 的经验教训 ，

少走了一些弯路 ，
现在当然更要引 以 为戒

” ［
１

］

。

这彰显 了 毛泽东 突破历史藩篱 ， 探求新的国 家

治理模式的强烈意愿 。

毛泽东对突破苏联模式 、 探索适合 中 国 自

己 的国家治理方式作出 了 诸多努力且取得了 突

出成绩 。 其 中 ，
《论十大关系 》 和 《关于正确

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的问题 》 就是典型代表 。 为

准备 中共八大会议报告 ， 毛泽东在总结新中 国

成立 以 来的经验教训 、 反思 苏联模式弊端的基

础上 ，
通过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 ，

于 １ ９ ５６ 年 ４

月 召开的 中共中 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 国 务

会议上作 了 《论十大关系 》 的报告 。 毛泽东反

思 了 苏联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的教训 ， 提 出要

适当调整农轻重 比例关系 ， 合理发展农业和轻

工业
； 反思 了苏联把地方卡得过死的教训 ， 提

出 要合理处理中 央和地方的关系 ； 反思 了 苏联

一党制 的教训 ， 提 出要正确处理党与非党的关

系
；
反思 了苏联大俄罗斯主 义的教训 ， 提出 要

搞好汉族和少数 民族的关系 ； 反思 了苏联过度

发展军事工业的教训 ， 提出 要增加经济建设费

用 。 此外 ， 毛泽东也依照中 国的客观实际对其

他方面的关系提 出 了具有创造性的建议 ， 在探

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中迈 出 了理论创新的

重要
一步 。 为 团结人民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 ， 毛泽东于 １ ９５７ 年 ６ 月

在 《人民 日 报 》 发表 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 内

部矛盾的问题 》
一文 。 在马克思 主义唯物辩证

法指导下 ，
毛泽东首次提 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

学说 ， 指 出要合理解决这些矛盾来推动社会主

义社会的进步发展 。 在灵活运用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的原则上 ， 毛泽东提 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

着敌我矛盾 、 人民 内部矛盾这两种不 同性质的

矛盾 ，
且处理这两种矛盾的方式也要有所区别 ；

［ １ ］ 《 毛泽东文集 》 第 ７卷 ， 第 ２ ３ 页 。

在合理把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 ， 毛泽东提 出 国

家政治生活的主体是正确 处理人民 内 部矛盾 ，

从而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内 部的统一和团结 ；
此

外 ， 他还就 中 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提出要正确

处理工人和农 民之间的矛盾 ，
巩固工农联盟 ，

为调动
一

切积极 因 素建设社会主义强 国提供 了

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 。

三 、 边探索边总结 ： 艰难 中探索 ，
行

进中总结

为不断推进新 中 国的稳定发展 ， 毛泽东 以

高度 的责任担当 ，
在历史 的行进 中边探索边总

结 ， 深化 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 、 社会主义建设

规律 、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
推动 了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 推进了新 中 国 国家治理

现代化的整体进程 ，
也为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进行 了 思想积累 ， 为世界科学社会主义

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 。

（

一

） 艰难 中探索

毛泽东对新中 国 民主政治进行了艰辛探索 。

作为 由新民 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为发展道路

的新 中 国 ，
其政治体制的建构既不能沿袭 旧 中

国 的封建皇权制 ，
又不能仿照西方资本主义 的

三权分立制 ，
既要满足人民意愿 ，

又要考虑 实

际 国情 。 在马 克思主义指导下 ，
毛泽东 以苏联

经验为借鉴 ，
开始了 对新中 国 民主政治建设的

探索 。 还在 民主革命时期 ，
毛泽东就预见性地

提 出 了
“

人民民主专政
”

这一概念 ， 并对其阶

级构成状况进行了详细阐释 ， 体现了 毛泽东对

新 中 国政治体制建构深人而细致的思考 。 新中

国成立后 ， 我 国 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既坚持了

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 ，
又体现出 人民 当家作主

的强烈意愿 ，
还显示出对敌对阶级的严明立场 。

在政权组织形式上 ，
局部执政时期我们党先后

有过农会 、 工农兵代表会 、 参议会 、 人民代表

会议等权力 机关 。 １ ９ ４９ 年 ９ 月 通过 的 《 中 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 首次规定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
１ ９５４ 年 ９ 月 通

过的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 》 更以最髙法的形

式再次确定了人民行使权力 的机关是全 国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 。 人民代表

大会制 度是毛泽东探索新 中 国 民主政治 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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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 是我 国 国家性质的重要体现。 此外 ， 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 民族

区域 自 治 、 基层群众 自 治等制度都是毛泽东在

民主政治领域探索的重要成果 ， 奠定 了 中 国特

色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的坚实基础 。

毛泽东对新中 国经济发展进行了大力探索 。

农业是国 民经济的基础 ，

“

没有农业社会化 ，

就没有全部的巩同 的社会主义
” ［

｜ ］

。 他积极指

导农业合作化运 动 ， 确保农业的社会主义方向 。

从 １ ９４９ 年 １ ０ 月 始 ， 新中 国开展 了 轰轰烈烈的

农业合作化运动 。

“

五亿多农村人 口 的大规模

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 ， 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

意义 。

” ［
２ ］

至 １ ９５６ 年底 ， 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

国胜利结束 ， 实现了 农村从农 民个体所有制到

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 的转变 ，
而这种生产关系

的转变也大大解放 了生产力 ， 提高 了人 民群众

的生活水平 ，
巩 固 了新中 国政权 。 对于新中 国

的工业化道路 ， 毛泽东亦进行了深人思考 ，

“

中

国 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 ，
必须实现国家工业

化
” ［

３
］

。 为适应新 中 国恢复发展形势的客观需

要 ， 过渡 时期 总路线 明确将社会主义工业化作

为 当时国 家经济工作的重 心 ，
并配合农业 、 手

工业
、 资 本主义工商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 ， 形成

“
一体两翼

”

之势 。 同时 ，
毛泽东既参考苏联

工业发展模式 ， 又不断创新 中国独有发展道路 ，

提 出 中 国工业化道路必须要处理好农轻重 、 沿

海和 内地 、 国 防与经济 、 自 力更生与争取外援

等关系问题 ， 积极改革不合理的管理体制 ，
有

计划分步骤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 对于商业

问题 ，
毛泽东根据社会发展规律 ， 认为在社会

主义时期还不能过早废除商品生产 ，
且不能将

其与资本主义生产混为
一

谈 。 在实行资本主义

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后 ，
毛泽东要求扩大商

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 保障人民群众的物资需求 。

毛泽东对新 中 国思想文化 、
社会治理等方

面也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探索 。 在思想文化方面 ，

毛泽东 在确立马 克思主义 的指导地位的同时 ，

还提出 了
“

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
”

的方针和
“

古

［
１

］ 《毛泽东选集 》 第 ４ 卷 ， 第 丨 ４Ｔ７ 页 。

［ ２ ］ 《毛泽东文集 》 第 ６ 卷 ， 第 ４１ ８ 页 。

［
３ ］ 《毛泽东文集 》 第 ６ 卷 ， 第 ２２３ 页 。

为今用 、 洋为 中用
”

的原则 ， 推进 了新 中 国 文

化事业的繁荣 。 同时 ，
毛泽 东还提倡大力兴办

教育 ， 在推动创建中小学和高校之外 ，
还针对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着重解决 了 当 时普遍存

在 的文盲问题 。 在社会治理方面 ，
毛泽东 在指

导保障救济 、 促进就业 、 卫生防疫等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 。 １ ９５０ 年前后 ， 毛泽东要求救济城市

和农村 中 的缺粮户 ， 领导 制定颁布 了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劳动保险条例 》
，
保障丧失生活来源

人员的基本生活 。 新中 国 刚成立时 ， 为数不少

的 旧社会遗 留 的无业人员 ，

一定程度上影 响着

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 。 为此 ，
毛泽东要求有针

对性地进行技能培训 ， 并创造各种机会促进就

业 。 卫生防疫工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

生产生活直接相连 。 因此 ， 毛泽东将其上升到

国 家政治任务的高度 。 随着 国 民经济的发展 ，

部分厂矿相继建立了
一些卫生行政和医疗机构 ，

配备 了一定数量的 医药卫生人员 ， 有重点 的降

温设备和安全装置 ， 对增进和保护工人身体健

康 、 提高 出勤率起 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 毛 泽东

的上述探索 ， 是对当时 国家治理中现实 问题的

有效回应
， 具有鲜明 的时代特点 ，

为 国家的稳

定发展作出 了 巨大贡献 。

（
二

） 行进中 总结

在认知上 ，
毛泽东高 度重视总结经验 。 长

期 的革命实践 ， 深化 了 毛泽东对及时总结经验

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 在毛泽东看来 ， 善于

总结经验是领导者的一项基本素养 。 延安时期 ，

毛泽东就 曾表示 ，

“

善于总结经验 ， 就是领导

者 的任务
” ［

４
］

， 强化了党的领导同 志对于总结

历史经验的重视 。 在新中 国发展建设 中 ，
毛泽

东更加强调要总结
一

切有益经验 。 １ ９５６ 年 ９ 月

１ ５ 日 ， 在中共八大开幕式上 ，
毛泽东全面 回顾

了新 中 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中 的各项得失 。 他

指 出 ，

“

在这次大会上 ，
需要把我们工作 中 的

主要经验 ， 包括成功 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 ， 加

以 总结
，
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 ， 而从那

些错误的经验 中取得教训
” ［ ５ ］

。 对于总结经验

［
４ ］ 《 毛泽东文集 》 第 ２ 卷 ，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 ，

第 ３６９ 页。

［ ５ ］ 《毛泽东文集 》 第 ７ 卷 ， 第 １ １ 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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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 ， 毛泽东也作 出 了 具体指示 。 他认为 ，

总结 自 己 的经验固然重要 ，
但

“

虚心接受别人

的经验也属必需
” ［ １

］

。 同时 ，
毛泽东务实地指

出 ，
不能

“

坐着不动
”

，
要通过实践获取可靠

有效的经验 ， 避免主观性和随意性 ，
且以 实际

事件为案例 ， 指 出 ：

“

不实行五年计划 ，
不着

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工作 ， 我们怎 么能够

取得工业化的经验呢？

” ［

２
］

此外 ， 毛泽东还指

出 总结经验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 ，

“

要抓住重点 ， 从实际出 发
” ［ ３ ］

。 这对于我们

根据现实需要 ， 坚持
“

两点论
”

和
“

重点论
”

来推广有益经验 、 减少错误具有重大意义 。

在实践上 ，
毛泽东及时总结了正反两面的

经验 。 毛泽东善于总结正面历史经验 。 由 于我

国 缺乏建设经验 ， 毛泽东提 出 ，

“

要善于 向我

们的先进者苏联学 习
” ［ ４

］

， 要学他们的好经验 ，

学我们用得着 的东西 ， 充分利用后发展效应 ，

帮助新中 国建设发展 。 虽然苏联模式也曾带来
一

些弊端 ， 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的艰难岁 月 里 ，

苏联经验对我们 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等多个方

面的建设还是起到 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 当然 ，

毛泽东也不 囿 于仅仅向 苏联等社会主义 国家学

习
，
还积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有益经验 ，

这也是他的高明之处 。 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

内 部矛盾 的问题 》 中 ，
毛泽东提出

“
一

切国家

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 ，
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 ，

还是资本主义 国家的
” ［

５
］

，
显示了他的宽广胸

襟 ，
也给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启迪 。 在

具体的建设实践中 ， 毛泽东还积极推广在各项

工作 中总结的有益经验 。 如在
“

三反
” “

五反
”

运动 中 ，
毛泽东就曾 以杭州 为例 ， 鼓励各省委

书记 、 市委书记亲 自 做基层工作 ， 为改造社会

［ １ ］ 《毛泽东选集 》 第 １ 卷 ，
人民 出版社 １ ９９ １ 年版 ，

第 ２ １３ 页 。

［ ２ ］ 《毛泽东文集 》 第 ６ 卷 ， 第 ４３０ 页 。

［ ３ ］ 《毛泽东文集 》 第 ７卷 ， 第 ８６ 页 。

［ ４ ］ 《毛泽东文集 》 第 ７ 卷 ， 第 １ １ ７页 。

［
５ ］ 《毛泽东文集 》 第 ７ 卷 ， 第 ２４２页 。

多作贡献 。

［
６

］ 同时 ， 毛泽东也理性分析 了反面

历史教训 ， 从马 克思主义 唯物辩证法的视角指

出 了 失败教训对党所起的镜鉴作用 。 在 马克思

主义认识论指导下 ， 他认为 客观事物是错综复

杂且发展变化的 ， 当人的思维跟不上客观实际

的时候 ， 错误就在所难免 ， 但
“

失败的教训 同

样值得研究 ， 它可以使人少走弯路
” ［ ７ ］

。 苏共

二十大之后 ， 在慎重反思 了苏联模式的利 弊后 ，

毛泽东指出 ，

“

对苏联的东西还是要学 习 ， 但

要有选择地学 ， 学先进的东西 ，
不是学落后的

东西
” ［

８
］

；
“

我们学习 苏联 ， 要包括研究它的

错误
” ［

９
］

。 认识是否定之否定的迂回曲 折的上

升过程 ， 毛泽东从错误中汲取教训的理念 ， 体

现了其作为一代伟人的大格局与大智慧 。

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是历史

发展的必 由选择 ， 同 时也烙上 了时代的深刻 印

记 。 在新中 国成立初期这
一

特殊年代里 ，
以毛

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
一

代 中央领导集体在

劈山 开路的过程 中 ， 边稳定边发展 ， 边学习边

创新 ， 边探索边总结 ， 为 国家的建设发展起到

了重大作用 ，
也为新时代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经验启示 。

（ 本文 系 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青 年项 目
“

毛

泽 东 构建新 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 历 史经验和现

实 启 示研究
”

、 ２ ０ １ ８ 年度巢湖 学院重点学科招

标课题
“

毛泽 东 治 国 理政思想及其 当 代价值研

究 （ １ ９ ４ ９
－

１ ９ ５ ６）
”

的 阶段性成果 ， 项 目 编号分

别 为１ ８ Ｃ Ｋ Ｓ０ １ ０ 、 ＺＤ ＸＫ
－

２ ０ １ ８ １ １ ）

〔 作 者季春芳 ， 安徽 师 范 大 学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副教授 ， 安徽芜湖 ２４ １ ００３
； 李正华 ， 中 国

社 会科 学 院 当 代 中 国研究 所 副所 长 、 研 究 员 ，

北京１ ００７ ３２
〕

（ 责任编辑 ： 赵丛浩 ）

［
６ ］ 参见 《毛泽东文集 》 第 ６ 卷 ， 第 ２０３ 页 。

［
７ ］ 《毛泽东文集 》 第 ７卷 ， 第 ６４ 页 。

［ ８ ］ 《毛泽东文集 》 第 ７ 卷 ， 第 １ ９２ 页 。

［ ９ ］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 》 （ 上 ）
， 中央文献出 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 第 ９４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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