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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学视野下毛泽东行政

管理思想背景的历史解读‘

潘信林

《湘派大学 管理学院.翻南 湘潭 4111O5，

    〔摘要」在发生学视吁下解读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的历史背景，要深入考察毛泽东行玫管
理思想劳芽、形成、发展、成热和新的探索这样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发生历程;要全面考察毛

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发生的经济背景、政治背景、丈化背景和思想背景;要细致考察毛泽东的个

人因素是如何在其中起若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键词]发生学。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历史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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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学的观点是把事物的微观状态与宏观状
态放在统一的语境中(Context)、环境中来动态、系

统地观察、考虑、研究。“具体地说，就是把生物学

和物理学重新装到一起，把必然性和偶然性重新装

到一起，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重新装到一起”[lj
的观点。它是一种以事物间的相互作用、事物的高

级运动伴随着低级运动(恩格斯)、建构主义(皮亚
杰)、行为主义、劳动创世说(马克思)以及混沌学谈

论的耗散结构作为事物发生的基本结构的观点(伊

·普里戈金和伊 ·斯唐热)。发生学认为任何规范

和价值都是在发生着，而且也只有当它们是发生的

时才有意义。因此，它主张在不断的积极否定中肯

定变化，而不再谈论什么事物是永恒不变的，这与
马克思主义运动是永恒绝对的观点发生了共鸣。

发生学的观点为我们了解“思想发展和变革的真实
心路和源起性语境”，〔幻重新历史地解读毛泽东行

政管理思想的背景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发生

学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发生的，作为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重大继承和发展的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

同样是发生的。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作为一种主

观范畴它是发生在毛泽东所处的特定年代，是对当

时发生着的经济基础的客观反映，是对客观世界的

能动反映;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作为一种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

经验总结和理论创造，它必然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完

善的发生历程;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作为一种独特

的思想体系它必然有着不同于一般思想的发生背

景和发生情境，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如此，或

许可以再现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的本真语境、真实

形态和全情式过程。

    一、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发生的过程背景

    发生学认为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是由混沌走向

秩序，从低级走向高级，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也有

这样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毛泽东行政

管理思想是毛泽东在长期的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

践中逐步形成、不断发展、逐渐完善起来的，它有一

个萌芽、形成、发展、成熟和新的探索这样一个不断

发展和完善的发生过程.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伊始和国民革命时期，毛泽

东行政管理思想尚处于萌芽时期。一方面，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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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摆脱对康有为、梁启超等君主立宪和改良思想 年秋至19“年前是毛泽东领导国家行政管理的重
以及欧洲一些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牢笼和束缚，而逐 要时期，也是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的重要发展时
步形成了自己的判断和认识。另一方面，毛泽东接 期。其重要事件是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从 其标志性事件则是发生在1952年的大区合并，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吸取了先进的行政管理 华北、东北、西北、中南、西南六大区域性地方政府

思想，尤其是巴黎公社的伟大尝试给了毛泽东极大 撤销。这一时期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根本问题

的鼓舞和信心。 是如何由原来的地方微观管理体制转变为国家宏

    在整个土地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 观管理体制的新体制设计问题，其核心同题是如何
(1947年秋季以前)，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逐渐形 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利益与关系.

成。主要的原因一 者在于毛择东行政管理思想在 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的成熟则是1954年新宪

理论上的逐渐成熟，实际上这一时期也是毛泽东思 法制定以后及当时的国家行政管理改革.当时“改

想的形成和成熟时期，再者在于毛泽东具备了丰富 政务院为国务院，撤销了四个综合性委员会;设立

的行政管理实践经验。1930年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了分别协助总理处理政务的8个办公室;对部委进

时毛泽东当选为主席，开始了地区行政管理。后来 行了较大调整，设立了24个主管部门。”“各级地方

由于党内“左”倾错误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政府比照中央政府对口设置了厅、局，形成了自上

而让毛泽东“安心”从事后方工作，主要是根据地的 而下的以中央为主的、与计划经济相一致的部门管

行政管理工作。这种“左”倾错误不久即被证明是 理体制.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行政改

危险、盲目而代价惨重的，但是经历这一错误后，毛 革。这次改革奠定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基本模

泽东的威望在党内和红军当中反而有所提高，遵义 式。”阁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国家行政

会议随即恢复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而且这一 管理进人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行政管理思

时期的“靠边站”也为毛泽东积累了丰富和宝贵的 想也由此进人到了全新而艰辛的全面探索时期。

行政管理实际经验.土地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在实践领域，先后有1958年至1959年的大规模行

争初期(1947年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 政管理改革(发生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国
据地的行政管理工作实际上还只是一种地区的行 民经济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1965年的改革(发

政管理，其所管辖的区域尚局限于根据地而不是全 生在克服1959一1961三年自然灾害之后)以及“文

国的范围。 革”时期非正常的大规模行政改革。在思想领域的

    但是一些重大的变化在1947年不可阻档地发 显著标志是毛泽东这一时期发表的《论十大关系》

生了。1947年2月，毛泽东即预告全国人民“目前 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时

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 期的根本任务是建立健全能够迅速发展社会生产
段。这个新的阶段也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 力，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的

斗争到新的人民大革命阶段。”田这个新的阶段也 行政管理体制。
是国家行政管理的序幕。其标志性文献是1947年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及建国初期，毛泽东思考的

秋毛泽东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所指示 是如何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府，如何建立中央政府
的:“在一切新老解放区必须坚决实行土地改革(这 在全国的权威。这种思考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尤其

是支持长期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最基本条件)，发 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发生了重要转变。随着
展生产，厉行节约，加强军事工业的建设，一切为了 对借鉴而来的苏联中央集权体制的反思以及大规

前线的胜利。”冈其标志性事件是当时晋冀鲁像野 模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毛泽东提出了中央与地方

战军于时年(1947年)六月强渡黄河，越过陇海线，合理分权，允许搞点地方王国，兼顾国家、生产单位
挺进大别山;华北野战军进如豫皖苏地区;晋察冀 和个人利益。《论十大关系》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对
野战军在平汉作战;东北野战军发动大规模的秋季 行政管理体制的新思考，即在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

攻势。军事上全国范围内的大进攻，必然要求全国 的调整中.既维护中央的权威，又适当地分权调动
范围内的通畅的行政管理予以确实的支持和保障。地方的积极性，“中国应该学美国把责任和财富分
这也标志着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已由一地区的局 散到五十个州的那种发展办法，中央政府不能什么

部经验上升到了全国范围内的大行政管理。1947都干。中国必须依靠地区和地方的积极性。心〕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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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上，毛泽东认为中央必须代
表、维护整个国家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同时兼顾、

尊重和保护地方利益。在集权体制下，毛泽东号召
地方要向中央力争地方利益，“正当的独立性，正当

的权利，省、市、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月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毛泽东主张在中央统一领

导，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各地“因地制宜，各搞一

套”，坚持统一性和独立性的有机统一。要在中央

与地方的利益博弈中，在科学集权与适当分权和调

整下，调动两个积极性。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给地
方相当大的自主权，以便地方能根据当地的实际情

况灵活自主地开展工作，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中央

则集中精力，管好全国的事情，加强统一领导和宏

观调控，而尽量地少直接千涉地方事务，保护地方

的积极性 。

    二、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发生的宏观背景
    发生学要求将事物的宏观状态作细致的考察，

科学认识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就必须系统研究毛

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发生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

等宏观背景。

    马克思主义者总是自觉地把经济基础放在显

著而首要的位置，并时刻不忘强调它的决定作用和
基础作用。正如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是不断变化、

发展的一样，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的经济基础也是

不断变化和进步的。当然它的不容置疑的最主要

的经济基础首先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它的生

产力是较为发达的，它的生产关系则是十分灵活、

自由和富有生命力的。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抗日战

争时期及后来的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的经济生机

是催人奋进的，但是因为战争的环境和反动派的经

济封锁，先进的生产关系并投有得到应有和充分的

发挥。即使到了全国即将解放的1949年，整个经济

非但不能让人放心，反而令人更为担心，当时西方世

界就曾普遍地“乐观”宜布“共产党中国将在军事斗

争的胜利下迅速在经济建设中毫无希望地失败”.

    虽然整个经济的实际状况和总体实力不应该

被不切实际地夸大，但是整个经济的前景则不能不

令人充分而自信地乐观和振作起来.毛泽东本人

就十分坦然地接受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的基本国

情，taJ并乐观地指出:“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

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

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

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

的画图。”田这样的经济背景及其现实状况迫使毛
泽东在行政管理中不得不重视生产建设，关注经济

建设，从而使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具有鲜明的经济

性。实际上，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设想并规定了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1945年，在中共七大毛

泽东更加透彻地阐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政策:

在土地间题上，实行“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

上，毛泽东则与他所称赞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

中山先生取得了同样的主张:“凡本国人及外国人

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

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

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

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他说，“在现阶段上，完全同

意孙先生这些主张”，t闭根据毛泽东1947年所作
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央政府研究

制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行动纲领。其中在经济政

策方面，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三大纲领作了新的概
括.“总起来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国营经济，这

是领导的成分;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

农业经济，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

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

经济.气949年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从

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

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其他工作“都是

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

服务的”。[，，〕

阅家
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GNP)
国术

钥铁产1

〔万吨)

九
四

九

年

灸国 1885是元

九
五

年

灸国一}8452元
苏联 2449西德}}487灵元
日本 699英国 }717灸元
英国 }1665法田一}659美元
印度 160九

五

年

中国
  176元

(人民 币) 中国 135

    本表格根据王端攻、郁德宏主摘的《共和国经济大决

策)(中国经济出版杜 19” 年版)相关资并偏翻.

    马克思主义者在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的

同时，还强调了上层建筑尤其是政治架构能动的反

作用，20世纪前中期世界和中国政局扑朔迷离的

变化是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产生和形成不可忽视
的政治背景。考察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必须结合
整个世界和中国的政局态势，事实上，毛泽东本人

万方数据



t庆工商大牵李报(社会科学版) 番擂林，发生学视呼下毛泽东行政借理思想仲景的历史解读 2007第4期

也有着这种自觉。一方面，在中国而言，毛泽东的

行政管理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充分的分析

基础之上的，那便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
的朋友?”二 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

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l幻在世界而言，毛泽
东则真真切切地响应并力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

合起来”以反对世界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统治。

这种分析为后来在各个时期建立起真正的合时宜

的革命统一战线和“三个世界”的理论划分准备了

坚实的阶级政治基础。另一方面，世界政局动荡，

“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

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

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

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

盾，帝国主义相互之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

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

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乱，中国各派反动统

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1a〕帝国主义
争相宰割中国和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明争

暗斗所造成的混乱、复杂、耻辱的政治局面使毛泽

东具有深刻的民族危机感和阶级敌友感，从而也使

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和阶级性。

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的民族性突出表现在毛泽东

再三强调必须建立“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行政管

理体制，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的阶级性则集中表现

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上.世界范围内的扩军

备战以及长达六年之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国

政局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首先它使中国逐

渐脱离英美体系(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的反动政

权)而最终站到社会主义阵营(毛泽东和共产党领

导的人民政权)。此外.长期的革命斗争、政治斗争

和军事斗争使毛泽东长期将夺取和巩固国家政权

作为行政管理的中心和主要任务。这对毛泽东晚

年过于强调“阶级斗争”而轻视经济建设、忽视民主

建设，产生了不易觉察且负面作用不可忽视和否认

的深刻而巨大影响。

    上层建筑除了政治架构外，另外一个地位重要

而作用巨大的主要内容就是文化。从时间的角度

来考虑，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的文化背景无疑是最
浓厚的，因为中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灿

烂文化，但是浓厚未必就是一件好事。事实上，毛

泽东一生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就用在批判

地吸收和继承传统文化上面.一方面，传统文化所

倡导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以及贵民轻君重社视、

  4

亲民廉政、勤政爱民、行教化、施仁政的思想使毛泽

东行政管理思想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服务性。另

一方面，传统文化中的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官本
位思想、裙带作风、宗派思想、小山头主义、专制家

长作风、腐败思想也使毛泽东和共产党人伤透了脑

筋，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自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
后，文艺界也是处于迷茫和探索的新时期，这时期

并没有明确的文艺宗旨和方针.1940 年，毛泽东

写《新民主主义文化论》时，就讲到需要一场文化战

线上的革命，必须打倒反动文化，树立进步文化，
“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

是应该被打倒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l’〕1942年，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为文化战线

上的革命指明了方向，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

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服务。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

全国的解放开辟了文艺战场并有力地支持了当时

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1956年，为繁荣社会主

义文化，为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支持和智

力保障，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
会主义文艺方针。此后毛泽东长期致力于构建新

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

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ls〕“革命文化，对

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

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

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印们毛泽东指出，行
政管理文化必须是来源于人民群众，贴近于人民群

众，关心并服务于人民群众;必须营造良好的社会

氛围，融洽干群关系，使政府真正成为人民的政府，

真正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真正实现最广

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种“革命文化”的形成
与发展又反过来推动和促进了毛泽东行政管理思

想的发展和完善。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及其从事行政管理的时代

还是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思想碰撞的年代。

“中国先进的人们”至少在以下四种思想备受煎熬:

康有为、梁启超为国家富强而倡导学习西方的先进

政治制度，鼓吹君主立宪;孙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

共和国”思想;以及当时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
一时期中国传统的行政管理思想尽管遭遇空前的

质疑和批判，但在谋求民族自救和国家富强的原则

问题上也在自觉地贡献思想的智慧。在此背景下，
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终生信仰，作

为行政管理的根本指导思想。但是毛泽东的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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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并不是纯梓的，也就是说，他既设法保留了中

国传统行政思想的精华并对之进行了马克思主义

的改造，使之马克思主义化，又使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他强调必须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

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

特点去应用它。”tl，〕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是以先进

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

和行政管理的历史传统，以丰富的中国革命和建设

的行政管理实践为基础的科学的思想体系。仅就

思想层面而言，它是发生与在脱离实际的本本主

义、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发生在与脱离先进思想指

导的经骏主义、盲动主义的斗争中，发生在与错误

的“左”倾思想和右倾思想的斗争中，发生在与封建
专制思想和标榜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

及无政府思想的斗争中。这种思想情境既为毛泽

东行政管理思想的发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准

备了光明的前途，也使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的成长

之路充满了艰辛和挫折，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预言

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l幻

    三、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发生的微观背景
    考察一种思想的发生选择宏大的历史背景显

然是恰当而必要的，但是因此而忽略微观因素则显

然是有失科学家的严谨精神和历史学家的责任意

识.发生学认为，“在远离平衡的状态下我们发现，

非常小的扰动或涨落，可以被放大成巨大的破坏结

构的波澜。而这就带来了一切种类的‘本质’的变

化过程或‘革命’的变化过程。，，[旧这就要求将事物

的微观状态融人宏观状态作系统、整体的考察并注
意微小变化的“蝴蝶效应”(中国蝴蝶扇扇翅胯，美

国可能刮大风，或者反过来)，科学认识毛择东行政

管理思想就必须认知毛泽东的个人因素在其中所
发挥的“蝴蝶效应”。

    广博渊深的学识和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使毛
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具有鲜明的传统价值和民族色

彩。毛泽东广博渊深的知识为他从事行政管理提
供了种种便利，也为他创造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准

备了坚实的知识背景.“他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
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著作到西方资产阶

级著作，从古代的到现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

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

科学、技术科学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杂书.”〔阅
“据不完全统计，进城后(1949年)到1966年9月，

毛泽东先后从北京图书馆等单位借阅的图书达

2000余种，5000余册。仅1974年一年，借阅北京
图书馆等单位的书刊就有近600余种，noo余
册.”[zl〕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为毛泽东资史鉴今，

博古晓今，借鉴历史上行政管理的得失和经验教

训，创造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准备了深厚的知识基

础、文化背景、历史背景和民族背景。毛泽东是在

中国传统文化的乳养下产生的民族的领袖、世界的
巨人.周恩来曾不无感慨地指出:“毛主席开始很

喜欢读古书，现在主席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

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

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的确如此，六年的私塾为

毛泽东打下了十分深厚的古文功底，使他的知识更

广博，使得以他的思想为代表的毛泽东思想成为具

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 从内容到形式，都深

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洲毛泽东是在中

国的土坡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是从人民当中
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连的，是跟中国

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中国近百年

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

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川毛泽东对传统文化
的钟爱和眷恋不是盲目而无限制的，而是理性的、

反思的、批判的，他曾指出:“历史总是要重视的。

历史久，有好处也有坏处。美国历史短，也许有它

的好处，负担轻些，可以不记这么多东西。我们历

史久，也有它的好处。把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

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心幻正确的办法是
毛泽东采用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大力继承人类

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既“古为今用”又“洋为中

用”，建设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行政管理体制。

    丰富的行政管理实践经验使毛泽东行政管理
思想具有鲜明的经验色彩和实践特征。正如前文

所述，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是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
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不断发展、逐渐完善起来

的，它有一个萌芽、形成、发展、成熟和新的探索这

样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发生过程。在这个不断

发生的过程中毛泽东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管理实践

经验，这是毛泽东创建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的根本

实践基础，也是毛泽东超越陈独秀、孙中山等人的

重要基础。陈独秀对毛泽东有着深刻的影响，“对

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任何人。”[闭毛泽东曾称赞陈为

“思想界的明星”，“具有至坚精神”，“他是有功劳
的。他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
领导的。成阂是当时“很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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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党的发起者。呵周陈独秀后来犯了右倾投降主义

错误，根本地可能在于他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双

重性认识不足，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与软

弱性估计不足，对国民党右派的分裂与叛变准备不

足。从管理实践的角度来讲，一则可能在于他只是

一个优秀的理论家和积极的社会主义宜传者而缺

乏革命的斗争经验，二则可能在于陈独秀当时并没

有行政管理的实际经验。毛泽东继承了陈独秀的

马克思主久界想，又发展了陈独秀作为主要创建者
的党的组织，并且具有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陈独
秀、张闻天、王明等人因理论和经验的欠缺也就无

法创建科学的行政管理思想体系.与陈独秀并肩

的“南陈北李”还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李大

钊。李大钊是我党早期先进的理论家和杰出的实

际工作者。李大钊热情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组

织建党工作，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但在1927年英

勇就义，是我们党的重大损失。他的先进思想为毛

泽东所继承和发展，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孙中山先生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

主义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法案，并

设计了“军法之约、约法之约、宪法之约”即有步骤

地实行“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方案以实现中国

为理想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孙中山乐观地期待“将

来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要创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

分立’。不但是各国制度上所唯有，便是学说史上

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幻但是孙中山先
生的乐观随着袁世凯的窃国复辟之举和他本人义

愤填膺的护法运动的失败而迅速烟消云散。孙中

山的一些行政思想具有很大的进步性，但因其阶级

的局限性而看不到帝国主义列强不允许中国走资

本主义富国强兵的道路和因其所领导和代表的中

国资产阶级“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软弱性和妥协

性而最终流于破产。因此其思想也只能是思想，是

不多见的学说。相反，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是毛泽

东对中国行政管理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创造，既

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更能指导实践并在实践
中得到检验和发展。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巨大的理论创造力
使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具有巨大的理论张力，能够

与时俱进，不断发展。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

“192。年冬，·一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

史的正确解释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

摇过。”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不仅表现

在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重要观点的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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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和继承，也表现在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努力和巨大成就。1938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

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

大命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

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才能实现，”·离开

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

思主义。因此，使“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

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

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川“必须将马克思
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怡

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

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才不能主观地公式地

应用它.”。习这实际上就是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进行理论创造。理论创造的目的并不是背离

马克思生义，而是使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与中国实

际相结合，从而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李达回忆

说:“当时的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

价值论，阶级斗争说，大体上是懂的，对于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革命中的具体应用，却是不会。至于中国

革命理论的研究工作，却还不曾开始。但在这一群

人中，有一个特殊的人物，那就是毛泽东同志。毛

泽东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好学深思、实事求
是。他阅读那些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的著

作，总是细心体会，那些著作中的理论在中田究竟

如何应用?如何适合于中国的国情?他每读一篇

文章或一本书，总能得到相当的益处，最主要的地
方，是结合中国的实际去读，这是别的同志所不及
的地方。”侧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

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毛泽东

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

泽东这种不囿于前人，不迷信权威，实事求是的巨

大理论创造力使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既坚持了马

克思主义方向，又具有巨大的理论张力，能够与时

俱进，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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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inte印retationoftheMaozedongadministrationthoughthistodcbackgroundunderthe
embr扣logyviewpoiutshoulddeeplystudytheproducing，formi呀.developingandperfectingprocess

oftheMaoZedongadministrationthought，shouldmakenewexplorationforitscontinuousdevelop-

me爪andPerfectionprocess，shouldoverallexa而netheeconomic，political，culturalandideaback-

groundandshould，indetail，studyhowthepersonalfactorofMaoZedongp1aysnon一neglectingrole
inthe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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