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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执政伦理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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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执政伦理思想。 以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执政价值理念，以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制以及多党合

作制为主要内容的执政制度伦理，以才德兼备为总要求的执政主体德性，以整顿党的作风建

设、树立先进道德典型、加强党员道德修养等为具体途径的执政伦理建设。 这些精辟的思想在

新时期无疑可以引发许多有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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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政伦理是对执掌国家权力的伦理审视，是
执政党在行使权力过程中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

与道德行为的总和，是对其执政的政治正当性基

础的考量。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中
国共产党人的杰出领袖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执

政伦理理论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相联系，形成了内

涵丰富、特色鲜明的执政伦理思想。 在新时期，系
统总结毛泽东的执政伦理思想，对于克服形形色

色的不良作风，减少官僚腐败现象，深刻理解共产

党执政规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维护和捍卫人民

根本利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任何一个政党的执政都要以执政的价值理念

为指导，以体现执政价值理念的法律制度为依托，
以彰显执政主体的道德品质为保障。 价值理念、
制度伦理和执政者道德品质三要素既是执政伦理

体系的基本内容，也是执政党获得执政正当性的

关键所在。 毛泽东执政伦理思想正是从这三要素

展开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执政

价值理念；以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制以及多

党合作制为主要内容的执政制度伦理；以才德兼

备为总要求的执政主体德性；以整顿党的作风建

设、树立先进道德典型、加强党员道德修养等为具

体途径的执政伦理建设等方面。

一、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

的执政价值理念

执政价值理念是执政党对政治行为进行评价

的根本尺度。 它集中反映了执政的宗旨和目的，
决定着执政的方向和实质。 毛泽东从党和人民的

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为核心的执政理念，这是毛泽东执政伦理思想的

核心内容，体现了毛泽东执政思想的最终价值追

求，构成了其执政理念的基石。
共产党员“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

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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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服务”。［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政理念的

确立，体现了执政党活动的根本目的和归宿，它是

共产党人的最高价值追求，是我党执政的最高道

德准则，凸显了一切共产党人的人生目的、意义和

价值，是这一宗旨的执政伦理意义所在。 “共产

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

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

标准” ［２］１０９６，这是我党执政合法性地位的道德依

据。 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决定了它必

须要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最根本

的执政价值理念和道德理想。 “我们共产党人区

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

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 全心全意地

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

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

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

是我们的出发点。” ［２］１０９４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价值理念，坚
持了马克思主义原则，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

权力观，本质上与无产阶级利益相一致；同时，又
符合我国人民的民族心理，极易被广大人民群众

所理解和接受。 它使我党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

护和支持，进而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也
是和平时期继续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来

源。 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毛泽东阐

述的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道德教育、道
德修养等相关伦理思想，鲜明地彰显着中国共产

党人应具有的崇高的道德境界。 新中国成立后，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创了崭

新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

权力属于人民的思想在宪法中得到明确规定，与
我国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民的发展权得到保

障，人民当家做主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核心，这些

是其执政价值理念蕴含的深刻的人文关怀。

二、以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制以

及多党合作制为主要内容的执政制度伦理
执政制度伦理为执政党提供程序上的设计，

有助于严格执政党的运作规程，从而保证其政治

行为的正当性，进而赋予人民群众相应的政治权

力。 从规范我党执政活动的视角，毛泽东构建了

以坚持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以人民代表大会

制为制度保障、以多党合作制为重要保证的执政

制度伦理，由此来激发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生机和

活力。
民主作为一种执政制度，具有重要的政治价

值，是政治文明正当性的基础。 在探索中国共产

党执政制度合理性时，毛泽东不断强调“民主集

中主义的制度”。［３］７２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政治组

织，不是许多党员数字的简单总和，而是由全体党

员按照一定的规则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这种规

则就是民主集中制。 同时，它又体现为一种工具

价值，是道德评价的最重要依据。 国家政权的

“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

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

形式上统一起来” ［４］８３９。
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完成中国共

产党的执政使命，在执政工具的选择上，毛泽东主

张首先应选择人民民主专政。 “总结我们的经

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

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这个专

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 这就是我们的

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

纲领。” ［４］１４８０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执掌国家权力

的执政实践中，对人民使用民主说服的方法，对敌

人运用专政强迫的方法恰恰是我党须臾不可离开

的法宝。
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毛泽东为新中国设计的实

现人民当家做主最好的政权组织形式。 执政伦理

要求明确各政治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在政治权

力体系中的位置和角色。 党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

系是我国各种政治关系中最为核心的关系，人民

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中国共产党只有

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来执掌国家权力，开展执政

活动才能保障广大民众参与政治，从而充分体现

“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要求。
建立健全的民主监督制度，是保障执政党合

理执政的有效方式，也是权力得到正常运行的必

要条件。 为了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克
服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日益滋生的官僚主义作风等

不良习气，毛泽东号召全党要自觉接受来自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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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和其他民主党派的监督。 “一个党同一个人

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 ［５］２３５他期望

创造一个大家能自由发表真实意见的政治环境，
实行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使党能够听到来

自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不同意见，以确

保人民的权力不被滥用，进而找到一条执政党跳

出历史兴衰周期律的新路。 将人民群众参与国家

政治生活的实践融入执政党的建设中，通过对党

的监督来实现，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富于创造性的

设想。

三、以才德兼备为总要求的执政主体

德性
执政者的道德品质是执政伦理得以实现的主

体性因素，执政主体德性能够为执政党执政行为

的正当性提供质量上的保障。 要具备党性意义上

的道德就必须加强干部队伍的整体建设和普通党

员的个体品质。 为此，毛泽东提出了以“才德兼

备”为总要求的执政主体德性，使我党努力成为

一个具有崇高形象的人格化的道德集合体，这是

中国共产党培养执政精英骨干的基础工程，完成

执政使命的关键举措。
“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

最好的干部。”“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

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
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

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 ［３］２７７选拔领导干部必须

坚持才德兼备的原则，德和才在实际工作中是缺

一不可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鉴于国内外形势的

不断发展变化，毛泽东进一步将干部选用标准从

“才德兼备”发展到“又红又专”。 为执政者设定

了一道崇高的政治道德门槛，具有很强的现实意

义，彰显了他对中国政治文化深厚的体悟，体现了

毛泽东高超的政治智慧。
毛泽东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具备清正廉洁、公

正无私的政治道德品质，这是党员干部最起码的

执政主体德性。 每一位党员干部应当以清廉自守

为本，树立起正确的权力观和价值观，坚持坚定的

政治原则。 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党和政府的良好

政治道德形象，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与尊重。
忠诚老实，襟怀坦白是党员对人民群众负责

的表现。 “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

要办 成 几 件 事， 没 有 老 实 态 度 是 根 本 不 行

的。” ［２］８２２党员干部要以坦荡的胸襟对人民积极负

责、尽职尽力，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忠诚老

实、襟怀坦白不等于唯唯诺诺、无原则的顺从，而
是应当坚持党性原则，充分把握党的执政规律和

社会发展规律，并做到知错就改，这才是一个有责

任，敢担当的党。
艰苦奋斗、谦虚谨慎是共产党人实现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保障。 毛泽东极力倡导艰苦

朴素、戒骄戒躁的奋斗精神，反对一切铺张浪费的

行为，反对奢侈挥霍的不良习气，反对侵吞财物的

失德违法行为。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

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

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４］１４３８－１４３９在他看来，艰苦奋

斗既是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又是奋发向上的崇

高精神境界。 这是执政主体伦理德性的体现，是
任何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都要遵循的政治要求。

四、以整顿党的作风建设、树立先进道

德典型、加强党员道德修养等为具体途径

的执政伦理建设
加强党的执政伦理建设，培养全党高尚的伦

理道德情操，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合法性的本质

要求，是提高党防腐拒变能力的有效举措。 在执

政伦理建设的具体途径上毛泽东提出了非常行之

有效的操作路径。
整风运动作为共产主义政治道德的教育运

动，是大规模的强化灌输无产阶级执政伦理价值

观念的教育方式。［６］ 通过整风，可以提高党员干

部政治道德认知能力，从而把握正确的政治道德

价值取向。 打造清正廉洁的执政作风是毛泽东的

一贯主张。 毛泽东领导全党多次开展以反对官僚

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党整风运动，澄
清因执政地位的确立而带来的政治道德困惑，从
而形成一种强大的政治道德价值观的宣传氛围。

道德典型是共产党人净化灵魂、完善自我的

“催化剂”，是执政党个体先进性的具体体现。 它

的树立和培养能产生强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既
是党员道德修养的具体坐标和前进方向，又是全

党奋发向上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 毛泽东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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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道德典型的树立和培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的白求恩、不畏艰险坚忍不拔的愚公、公而忘私一

心为民的张思德都是广大党员学习的榜样。 在毛

泽东看来，先进道德典型所带来的垂范作用是无

穷的，广大共产党员应该从他们身上汲取政治营

养和精神力量。
培养全体党员的伦理道德情操，离不开长期

不懈的道德修养。 毛泽东十分重视加强党员的道

德修养。 共产党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改

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
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３］２９６

他扬弃了中国古代的知行说，提出了理论和实践

相结合的思想，并在自己的执政伦理理论中加以

应用，强调在政治实践活动中提升党员政治道德

修养，以政治道德原则为标准强化自省自律意识，
进一步使社会主义道德规范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意

志和品质，这样的政治道德教育呈现出很强的实

效性。 他号召全党“必须在工作中学习，逐步克

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 ［５］２３２共产党员

只有充分发挥政治道德主体的能动性，对照检查

自己的缺点并给予及时纠正，通过不断扪心自省

才能将思想行为中的不良倾向遏制在萌芽状态。
这些执政伦理建设方面的重大探索，对于及时纠

正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伦理过程中的一些错误倾

向，培养广大党员的道德品质，从而达到理想的道

德境界有着积极的意义。
毛泽东的执政伦理思想是在中国共产党从革

命党到执政党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它从革命党

和执政党的双重视角，倡导了“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执政理念，提出了以民主集中制、人民代

表大会制以及多党合作制为主要内容的执政制度

伦理，宣扬了以才德兼备为总要求的执政主体德

性，加强了以整顿党的作风建设、树立先进道德典

型、加强党员道德修养等为具体途径的执政伦理

建设等。 这些诸多精辟的思想论述，对中国共产

党的政治正当性作出了科学的阐述，对中国共产

党的先进性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新时期无疑可

以引发许多有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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