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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历史演进及其当代启示

陈楠 1

（1南京林业大学，江苏 南京 210018）

摘要：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深刻体现了党

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的核心执政理念，贯穿于中国革命、建

设与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这一思想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演进逻辑与实践特征，体现了其作为党不变

立场的意义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新时代的国家治理、共同富裕、生态文明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具有

深远启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这一思想不仅反映了党对人

民主体地位的坚持，也为应对当代挑战、实现民族复兴与全球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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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核心执政理念，也是贯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全
过程的根本价值追求。这一思想深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点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揭示了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精神源泉和实践逻辑。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阶段，“以人民为中心”
不仅成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指导思想，也为实现共同富裕、全面推进现代化提供了价值指引和行动纲领。

从历史视角看，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实现人民解放和幸福为奋斗目标，无论是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
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提高生活水平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及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改革开放阶
段，党都坚持将人民利益置于最高位置。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核心在于
秉持“人民至上”的理念，这一思想凸显了我国在新阶段社会进步的价值取向。从现实视角看，当前中国社会
正处于转型阶段，人民的需求愈加多样化，满足这些需求并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是新时代的重要课题。
在全球治理变革背景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不仅指导中国式现代化，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深
入研究这一思想的历史演进与当代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关于“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研究已有较为丰富的成果，从理论溯源到实践应用，不同时期、不同
学者从各自领域展开了深刻探讨。

在国内研究方面，周耀杭与黄相怀（2021）在《"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重要论述的理论探析》
一文中，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探讨了习近平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思想，认为其根本是实现人民福祉，同
时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指。[1]冯明宇（2023）在《平台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审视
——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反生态性"为线索》中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解读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掠夺性利用，
并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生态领域的应用。他指出，这一思想有助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将人民需求与
生态保护结合起来，为解决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提供路径。[2]刘晓艺 (2023)在《"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范式下
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解读——以"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线索》中提出，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
思想不仅强调经济和社会发展，还涉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体现了全局视角与人类共同利益的融。[3]郎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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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2024）在《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一文中，指出实现共享，需要政府、社会和
个人的共同努力。在他看来，政府在推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确保其益处能更广泛且公
正地惠及全民，而农民群体则是这一普惠进程中的关键受益对象，而公众参与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成果更
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社会基础，只有三者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地做到“以人民为中心”。[4]宋才发（2024）
在《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保障，必须坚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目的，维护人民的切身权益。[5]

在国外研究方面，卢卡奇在《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一书中从阶
级意识的视角解释了人民的主体性，认为历史的推动力在于无产阶级觉醒，这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提供了
理论基础。[6]葛兰西调“人民”为构建新型社会关系的核心，这一观点启发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文化领导
权构建中的应用。[7]怀特在《How to Be an Anti-capitalist in the 21st Century》中探讨了反资本主义运动中的
人民力量，提出以人民需求为核心的社会经济模式是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关。[8]福斯特在《The Return of Nature:
Socialism and Ecology》书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对“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具有深远影响，特别是在生态危
机时代，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对于推动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尤为关键。[9]

综上，国内外学者均从不同视角论证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国内研究更多聚焦
于政府和人民如何良性互动的层面，而国外学者则从理论基础和全球视角探讨其普适性。这些研究共同丰
富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理论内涵，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研究扎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深度考察，采取理论解析与历史考察相
辅相成的研究策略，旨在揭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演进脉络及其对现代社会的深刻启示。

三、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
重要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人民”是指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他们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和创造者。列宁进一步结合俄国革命实践，深化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我党
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将其融入中国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此部分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
想论述、理论体系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三个层面，探讨“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理论渊源。

（一）历史唯物主义与“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理论方法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重要体现，也是其方法论的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揭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广大劳动者作为生产力的主要力量，在历史发展
中处于核心地位。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劳动是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10]”因此，人民群众
的实践活动不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塑造了历史的整体进程。这种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强调为“以人民为
中心”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以阶级分析方法为核心，通过揭示社会经济结构与阶级关系的矛盾，明确了无产阶级和劳
动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作为被剥削阶级，其解放不仅意味着
自身的自由，也是整个社会摆脱压迫和剥削的关键。这种阶级分析方法进一步深化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
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强调社会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这一目标必须以人民
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劳动者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
发展的条件。[11]”这一论述将人民利益与社会进步的根本目标紧密结合，构成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终极
追求。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主体观

在构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过程中，马恩鲜明地提出“人民大众是历史演进的主体力量”这一论断，深入阐
明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变革与历史进程中的主体作用。

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历史演进的根基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冲突，而劳动群众作
为生产力的主体，始终扮演着推进历史进程的关键角色。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明，“历史活动
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然会扩大它的群众性基础。[12]”这表明，人民不仅是生产活动的主
体，也是推动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力量。

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通过暴力革命实现自己的解放，同时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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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类的解放。[13]这一思想奠定了“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价值基础，即把人民的解放与自由视为社会发展
的最终目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的解放不仅是经济剥削的解除，还包括政治解
放和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实。[10]这种对无产阶级解放的系统思考，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本质上是劳动者争取自身权利和解放的斗争。马克思在
《法兰西内战》中强调，巴黎公社的根本经验是它体现了“劳动人民自己的政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治权力
提供了典范。[14]这种基于人民利益的革命实践理念，直接构成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理论渊源。

（三）列宁对人民主体性的实践深化

列宁结合俄国革命实践，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主体观，将其理论运用于革命和建设的
具体实践中，赋予其更为鲜明的时代特征。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是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无产阶级的利益
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15]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不仅是维护无产阶级的权利，更是为
了全社会的解放。这一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实践应用，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奠
定了理论基础。

列宁特别重视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主体作用。他指出，“革命的真正发动者是群众，是无产阶级大多数。”
这一观点为后来的群众路线理论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列宁还提出了“人民民主”的概念，强调革命后建立
的国家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实现提供了
范式。

在俄国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苏维埃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涉及土地分配、劳动保护、教育普
及等领域，目的在于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实现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这些实践丰富了“以人民为中心”
思想的内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关怀。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继承并发展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创新
地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毛泽东提出的群众路线、邓小平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都体现了这一思想在中国实践中的不断
创新与深化。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深刻反映了人民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和实践作用，其理
论渊源可追溯至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主体观，以及列宁结合革命实践对这一思想的进一步发展。通过历
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这一思想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核心，将社会发展的目标确立为人民的解放与全面
发展。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秉持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现了其与中国实际的深
度交融与创新，进而孕育出一种核心的意识形态，这不仅贯穿于党的历史实践中，也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
新时期的理论构建与社会发展贡献了坚实的理论支柱。

四、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历史发展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其内涵随着不同
时期的历史条件和实践要求不断丰富和发展。自 1921年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阶段，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核心理念，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一切行动的导向和
归宿。此部分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
个阶段，全面探究中国共产党的“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分析其历史发展脉络及具体实践体现。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全心全意为人民谋解放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
解放。在这一时期，“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内涵主要表现为以工农为主体，团结各阶层人民，开展民族解放
和民主革命。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将“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作为根本宗旨。1927年，毛泽东于《湖南农民运动
考察报告》中明确指出，农民构成了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明确了中国革命的依靠对象和领导力量。[16]在
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手段，直接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展现了以人民为中
心的实践初衷。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提出群众路线思想，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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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这一思想成为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重要方法论，也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长
征时期，红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依然坚持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与支持。毛泽东强
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一大优良作风。在 1944年党的七大上，这一原则被进一步制度化，成为党的
根本宗旨。此外，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坚持“保护群众利益、与人民打成一片”，不仅是党开展革命的重要力
量，也是人民解放事业的重要依靠。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雏形和基
本框架。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是致力于服务人民的政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在革命战争时
期，他提出“依靠群众、发动群众”，通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实践，切实贯彻了以民为本的群
众路线理念。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人民建设美好生活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1978），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以人民为中心”
思想逐步转向以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建设领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这一时
期，党的政策和方针始终围绕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定，如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使广大农民获得
土地，极大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生活水平。

195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旨在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这一过程中，
党注重发动群众参与改革，通过合作社、生产互助组等形式，使广大劳动者成为生产活动的主人，推动社
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党在这一时期主导了一系列旨在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大型建设项目，如长江大桥、铁路网建设等。这
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也直接提升了人民生活水平。与此同时，党通过推广扫盲
教育、普及基本医疗服务等措施，显著改善了人民群众的文化和健康水平。

（三）改革开放时期：为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时期（1978-2012），中国共产党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融入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中，着
力解决贫困问题，推动共同富裕。

邓小平深刻阐述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将国家与党的工作核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强调以
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使亿万人民摆脱贫困，人
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实现了从革命逻辑向发展逻辑
的重大转变。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指出发展经济是解决我国各类难题的关键。他强调，以人民为
中心不仅要让人民群众摆脱贫困，还要让人民过上富裕生活。改革开放的启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
行、经济特区的设立以及全面的市场化改革，都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邓小平特别注重发展成果的人民
共享，他提出“共同富裕”的目标，明确了党在新时期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方向，同时邓小平强调“四项
基本原则”，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不动摇，从而奠定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理论基石。

江泽民执政期间，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他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思想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是对人民群
众利益的深刻回应。在江泽民的领导下，党更加注重扩大人民民主和加强法治建设，农村税费改革和社会
保障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人民生活质量的显著改善。同时，江泽民将可持续发展理念纳入国家战略，强调
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了对人民长远福祉的关注。

在胡锦涛的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得到进一步深化，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胡锦涛
提出，以人为本是党执政兴国的本质要求，发展必须以实现人民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在这一时期，党更加
注重社会公平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回应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需求。胡锦涛还
强调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性，提出“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理念，凸显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社会政
策中的具体实践。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改革，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公共服
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等措施直接惠及人民群众，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人民创造幸福生活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2012至今），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实施了
一系列政策，推动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一承
诺，赋予“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以新的内涵。他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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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义，是党治国理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以人民为中心的战略部署，包括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在社会治理方面，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通过推进高质量发展、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等举措，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多方面需求。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习近平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
回应人民对美好环境的期待。此外，他在国际上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扩展到
全球治理领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服务全人类福祉的责任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通过精准脱贫攻
坚措施，中国成功实现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人民生活质量显著提升，充分体现了“以人民
为中心”思想的实践效果。新时代以来，党将深化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相结合，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经济质量与效益，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提供了有力保障。

新时代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生态文明建设
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通过大力推进污染防治、发展绿色经济，党以实际行动改善了人民
的生活环境。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并在浙江、江苏等地开展共同富裕试点。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历史演进是党百年来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具体体现。从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不断发展
和创新，每一位领导人都结合时代特点赋予其新的实践内涵。这一思想不仅是党始终不变的根本立场，也
是党在不同时代面对新任务、新挑战的指导方针。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中国
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鲜明旗帜，也是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中国共产党始终将
人民放在核心位置。无论是在民族解放、社会建设，还是现代化发展中，“以人民为中心”思想都贯穿始终，
成为党领导中国革命与发展的基本遵循。

五、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当代启示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不仅是党长期实践和理论探索的宝贵成果，也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指导思想。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多样化需求，这一思想为
新时代的治国理政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在新时代坚持人民至上的国家治理理念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而“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则为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提供了
价值导向。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应将满足人民需求和维护人民利益作为核心目标，加强制度建设和
治理能力提升。比如通过健全基层治理机制，鼓励人民参与决策、监督和管理，增强治理的透明度和公信
力。

新时代的国家治理需要聚焦人民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基本权益保障。具体而言，应通
过健全法治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为人民提供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保障公民权利得到充分实现。在实
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党和政府需要深化改革、优化政策设计，以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精髓。在新时代，应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党和人民群
众的联系，倾听基层声音，了解实际需求，及时调整政策措施。这种实践路径不仅有助于增强国家治理的
精准性，也有利于党和人民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二）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并将其作为长期目标。“以人民为中心”思想
为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基础，其核心在于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新
时代，推动共同富裕的重点是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城乡、区域和行业之间的均衡发展。具体措施包括加快
推进农村现代化，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建立更加公平的分配体系。共同富
裕不仅是经济指标的提高，还包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领域，应进一步优化
资源配置，提高公共服务覆盖面和质量，使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共同富裕需要全社会共
同努力，不仅要依靠国家政策支持，还需要弘扬互助精神和社会责任意识。例如，通过促进企业履行社会
责任，推动慈善事业发展，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协同推进的共同富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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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转变的根本目的是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将提升人民生活质量作为评价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标准。高质量发展要求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公平分配，以实现人民福祉最大化。例如，在产业结构调整
中，应优先发展就业带动效应明显的行业；在城市化进程中，应注重保护弱势群体利益，防止因发展带来
的社会分化。

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重要战略，但这一过程需要兼顾包容性增长，确保发展红利惠及所
有人。例如，通过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激励基层创新，扩大社会就业机会，使创新成果能够普惠大众。

（四）深化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在新时代提出“两山论”理念，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总体布局，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实践深化。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要求转变
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推进绿色经济与循环经济发展。例如，通过支持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推
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为人民提供更清洁的生产与生活环境。生态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需从
源头防治污染、恢复生态系统功能入手。可以通过严格落实环保法，健全污染防治机制，确保人民享有健
康的生活环境。这种治理过程的核心仍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

（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意义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实践不仅局限于国内，还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特别是在应对全球
性问题（如气候变化、贫困与不平等）时，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强
调通过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新时代中国的对外合作始终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例如，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互联互通
和经济合作，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升基础设施水平和民生保障，展示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国际领域的
实践意义。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倡导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致力于维护世界和
平与稳定。通过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国际救援等事务，中国以实际行动彰显了对全人类福祉的关注。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新时代的国家治理、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治理中具有重要
指导意义。其核心理念不仅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思想动力，也为解决当代人类共同面临的
问题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参考。通过深化对这一思想的理解与应用，党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六、结论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思想贯穿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的重大理论成果，也是党始终秉承的价值立场和执政理念。从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习书记
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一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展现出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和
实践特点。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体现了党对人民利益的深刻认知，展现了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
使命。在新时代，这一思想以全面深化改革、脱贫攻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实践为依托，持续推动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回应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需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展望未来，“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将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党将继续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解决
人民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问题，推动共同富裕迈向更高水平。同时，通过参与全球治理，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建设注入更多中国智慧和方案。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思想始终是党治国理政的核心
遵循，也是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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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Thought and Its Contemporary Revelations

Chen Nan1

1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s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ideology, which
originates from the people's point of view of Marxism and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rofoundly embodies the Party's fundamental value of pursu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and is the
core governing philosophy of the CPC, which was formed in the course of its century-long struggle,
and has been carried through all the stages of the history of China's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This idea has shown different logics of evolution and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periods, reflecting its significance as the unchanging position of the Party. The idea of
“people-centeredness” has far-reaching revelations in national governance, common prosperit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n the new era, and it
provides a solid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provides solid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idea not only reflects the Party's
adherence to the people's subject position, but also contributes Chinese wisdom to addressing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and realizing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glob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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