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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邓小平执政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超越 � 是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为民谋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 

邓小平执政伦理思想可以归结为 � 立党为民 � 执政为民 ∀其中以民为本 � 执政为民是邓小平执政伦理思想的基石与 

根本出发点 � 民主执政 � 依法执政是它的制度保障 � 共同富裕是它所追求的最终目的 � / 三个有利于0则是它的价值 

判断标准 ∀它们共同构成了邓小平执政伦理思想的完整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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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以及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 �在领导中国革 

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 �在汲取我国古 

代优秀执政伦理思想精华和总结国内外政党执政历 

史经验的基础上 �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 继承和发展 

了毛泽东的执政伦理思想 � 形成了以民为本 !执政为 

民 !民主执政 !依法执政 !共同富裕与/ 三个有利于0 

的价值判断标准等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执政伦理思 

想 ∀这对我们党新时期执政能力的加强以及建构和 

谐社会等方面具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要指导意 

义 ∀ 

一 ! 邓小平执政伦理思想的 

历史渊源及其主要内容 

以民为本 !执政为民 !民主执政 !依法执政 !共同 

富裕与/ 三个有利于0的价值判断标准等构成了邓小 

平执政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执政伦理思想 

的形成离不开我国几千年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的滋 

润 � 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 

展 ∀ 

�一�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衍沿 

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 � 经历 

数千年而不衰 ∀这既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也是 

历代思想家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 

最早的民本思想始于殷商和西周时期 � 并一直长存 

于中国的政治社会之中 ∀而较早表达和强调/ 民本0 

重要性的思想可见于5尚书 # 五子之歌6中的/ 皇祖 

有训 � 民可近 �不可下 ∀ 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0 ∀ 自 

此 � / 民本0思想便开始步入了中国政治思想领域 � 成 

为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所关注的重要对象 ∀早在西 

周时期 � 周公旦便开始从殷商的灭亡中吸取教训 � 意 

识到/ 天畏棐忱 � 民情大可观0 � 并提出/ 敬德保民0的 

民本思想 ∀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思想家们便从不同的角度 

探讨并开始系统地阐述了民本思想 ∀ 5管子 # 牧民6 

曰 � / 政之所兴 � 在顺民心 � 政之所废 � 在逆民心 ∀ 05左 

传 # 庄公三十二年6曰/ 国将兴 �听于民 � 将亡 �听于 

神 ∀ 05老子6曰 � / 贵以贱为本 � 高以下为基 ∀ 05墨子 # 

兼爱下6则主张/ 爱利万民0 ∀ 5吕氏春秋 # 务本6曰 � 

/ 安危荣辱之本在于主 � 主之本在于宗庙 �宗庙之本 

在于民 ∀ 05论语 # 颜渊6曰 � / 自古人皆有死 �民无信 

而不立 ∀ 0由此可见 �民本思想已成为各派思想家所 

关注的重要对象 � 重民已成为各派思想家们的共识 ∀ 

其中 � 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孟子 ∀ 孟子集前人思想之 

大成 �着重从君与民的关系出发 �对民本思想作了 

比较系统的阐述 ∀ 首先 �孟子认为 �民贵君轻 ∀ / 民 

为贵 � 社稷次之 �君为轻 ∀ 是故得夫丘民而为天子 � 

得夫天子为诸侯 �得夫诸侯为大夫 ∀ 0 �5孟子 # 尽心 

下6�在君与民的关系上 � 孟子强调了民的重要性 � 无 

民便无所谓的君 ∀ / 丘民0决定着国家的兴与亡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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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决定着君的/ 贵0 ∀其次 � 君主要施仁政 � 以得民 

心 ∀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 �失民心者失天下 ∀ 孟子 

告诫统治者不要施暴政 �因为/ 暴其民甚 �则身弑国 

亡 � 不甚 � 则身危国削 ∀名之曰−幽厉. � 虽孝子慈孙 � 

世不能改也0 ∀ �5孟子 # 离娄上6� / 桀纣之失天下 

也 � 失其民也 �失其民者 �失其心也 ∀ 0 �5孟子 # 离娄 

上6�毕竟/ 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寡助0 ∀ �5孟子 # 公 

孙丑章句下6�故此 � 孟子主张统治者要行仁政 � 因为 

/ 行仁政而王 �莫之能御也0 ∀ �5孟子 # 公孙丑章句 

上6� 

汉唐时期 � 民本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 汉 

代的统治者认为/ 食者 �民之本也 �民者 �国之本也 � 

国者 � 君之本也0 �5淮南子 # 主术训6� �实质上强调 

了民既是国之本 � 也是君之本 � 从而突出了民的重要 

性 ∀政论家贾谊则提出了/ 民为政本0的著名论断 � 

/ 闻之于政也 � 民无不为本也 ∀ 0�5新书 # 大政上6�唐 

太宗李世民更是进一步强调了民为邦本的民本思 

想 � 他深刻地指出 � / 君依于国 �国依于民 �刻民以奉 

君 � 犹割肉以充腹 �腹饱而身毙 �君富而国亡 ∀ 0 �5贞 

观政要 # 君道6�可见 �民本思想在汉唐时期已经有 

了较大的发展 ∀ 

明清时期 � 随着我国封建制度的逐渐衰落以及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 民本思想有了新的变化 � 主要 

表现为民本思想与反专制思想相结合 ∀ 在君与民二 

者的地位上 �黄宗羲认为重要的是民 �而不是君主 ∀ 

他说 � / 天下之治乱 � 不在一姓之兴亡 � 而在万民之忧 

乐 ∀ 0�5明夷待访录 # 原秦6�不仅如此 �他还对专制 

君主暴政进行猛烈的抨击 � / 古者以天下为主 �君为 

客 � 凡君之毕世而经营者 � 为天下也 � 今也以君为主 � 

天下为客 � 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 � 为君也 ∀是以 

其末得之也 � 屠毒天下之肝脑 �离散天下之子女 �以 

博我一人之产业 �曾不惨然 ∀ 0 �5明夷待访录 # 原 

君6�唐甄一方面从/ 民为邦本0的民本思想出发 �提 

出了以富民为功的民本思想 ∀他说 � / 为治者不以富 

民为功 � 而欲幸致太平 �是适燕而马首南指者也 ∀ 0 

�5潜书 # 考功6�/ 立国之道无他 � 惟在于富 ∀自古未 

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 ∀ 0 �5潜书 # 存言6�另一方面 � 

他又极力反对君主专制 �指出/ 自秦以来 �凡为帝王 

者皆贼也0 ∀由此可见 � 明清时期的民本思想在一定 

程度上已有了民主的某些属性 �这不能不说是民本 

思想的进步 ∀ 

总而言之 � 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主要可以概括 

为经济上的/ 富民0与/ 利民0的民生主义 !政治上的 

/ 仁政0 !/ 为民0和/ 爱民0的德治主义以及文化上的 

/ 中庸0与/ 和而不同0的和谐主义 �其主要是为君主 

专制服务 ∀然而 � / 利民0 !/ 富民0 !/ 爱民0以及/ 和而 

不同0等民本主义思想无疑对邓小平的执政伦理思 

想的形成产生重大的影响 �是邓小平执政伦理思想 

的历史之根 ∀ 

�二�  邓小平执政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逻 

辑进路

邓小平的执政伦理思想 �既是对中国传统民本 

思想精华的吸收 �又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性超 

越 � 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为民谋利思想的 

继承和发展 ∀ 

� �以民为本 �执政为民 �邓小平执政伦理思想 

的基石与根本出发点 

邓小平坚持我们党/ 为人民服务0的革命优良传 

统 � 始终把/ 人民的利益0放在党执政的首要位置 �把 

以民为本 �执政为民作为其执政伦理建设的基石和 

根本出发点 ∀ 不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 �还是在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这都是邓小平所强调和坚持 

的根本原则 ∀/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 我深情地爱着 

我的祖国和人民0 � 这深刻地体现了邓小平的赤子之 

心和对人民无限的热爱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 �邓小 

平就反复强调人民的重要性 �认为只有关心和爱护 

人民 � 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才能战胜敌人 � 

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 ∀ / 人民是一切的母亲 � 是对敌 

斗争一切力量的源泉0 ≈���� ��� � / 敌我斗争的胜负 � 

决定于人民 �, ,一切为保护人民利益打算 � 提出恰 

当的对敌斗争方法 � 才会得到人民拥护 � 也才能取得 

胜利 ∀经验尤其证明 � 谁关心人民的问题 � 谁能帮助 

人民想办法去和敌人斗争 � 保护人民利益 � 谁就是群 

众爱戴的领袖0 ≈����� ∀与此相同 � 不管是民主革命时 

期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党的优势的发挥 

以及执政目标的实现 �同样也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和 

拥护 ∀ / 党的优势不仅在于政权中的适当数量 � 主要 

在于群众的拥护0 ≈���� �执政党/ 只有紧紧地依靠群 

众 � 密切地联系群众 �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 �了解群 

众的情绪 � 代表群众的利益 �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 � 

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0 ≈������ � 反之 � 如果群众 

利益得不到实现 �就会得不到群众的信任与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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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不跟你走 �你就一事无成0 ≈������ ∀ 对于人民 � 

邓小平是十分的信任 ∀他说 � / 我们国家的人民是有 

高度的政治觉悟的人民 ∀ , ,我们的人民懂得顾大 

局 ∀他们有理想 � 不会丧失信心 ∀ 大家知道 � 在土地 

革命战争的时候 � 在抗日战争的时候 � 在解放战争的 

时候 � 人民为了支援军队 �把什么东西都拿出来了 ∀ 

这些年来 �只要我们真正依靠人民 �跟人民讲清道 

理 � 人民 � 不论工人也好 �农民也好 �知识分子也好 � 

爱国民主人士也好 �都是识大体 !顾大局的 �都是相 

信跟着党走是对的 ∀ 0又说 � / 这样的人民是很好的人 

民 ∀我们不依靠人民不走群众路线 �是毫无道理 

的 ∀ 0 ≈����� ���� 由此可见 � 相信人民 � 依靠人民 � 时时刻 

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 是邓小平以民为本 � 执政 

为民的执政伦理思想的重要体现 ∀它既是对中国传 

统/ 为民0 !/ 爱民0民本思想精华的吸收 � 又是对它们 

的历史性超越 ∀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虽然重视民众 

作用 � 也提倡/ 为民0 !/ 爱民0 �但其目的在于维护君 

主的专制统治 ∀所谓的/ 为民0 !/ 爱民0只不过是一 

种话语符号 ∀ 实质上它是以君为主 !民为客 ∀ 统治 

者凌驾于民之上 �为民作主 �并且是以人民的主人 ! 

父母官的身份自居 ∀传统的民本主义是一种施政策 

略 � 是一种驭民 !牧民的手段 � 是统治者的民本主义 � 

而不是人民的民本主义 ∀ 显然 �传统的/ 为民0 !/ 爱 

民0民本思想只是君主专制国家缓解和调节社会矛 

盾的一种手段 �其最终的目的还是维护君主专制国 

家的利益 ∀这跟把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利益 �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以民为本 �执政为民的邓小平执 

政伦理思想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邓小平指出 � / 中国 

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 � 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 � 只 

有两句话 �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一切以人民利益作 

为每一个共产党员的最高准绳 ∀ 0实质上 �邓小平的 

执政伦理思想也是毛泽东的人民主体观 !人民主权 

观 !人民公仆观和人民利益观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 

谋利益的执政伦理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 �民主执政 �依法执政 �邓小平执政伦理思想 

的制度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 

性 ∀毛泽东在 ���� 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就指出 � / 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 �中心的本质的 

东西就是争取民主 ∀ 0邓小平更是提出了/ 没有民主 

就没有社会主义 �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0 ≈������ 

的著名论断 ∀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反映在政治上 �必然要求人民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 

事务的民主权利 ∀ / 充分发扬人民民主 � 保证全体人 

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 !特别管理 

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事业的权力 �享有各项公民 

权利0 ≈������ �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要求 ∀ 

邓小平认为 �发展民主政治可以使党的方针政策能 

够更加正确地反映人民的利益和要求 �更好地防止 

党员堕落腐化 �使党更加接近人民 �成为人民的党 ∀ 

/ 民主政治的好处 � 正在于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 

方面的意见 � 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考虑问题 !决 

定问题 �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 

的政策是否正确 � 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 � 它能够 

使我们对事物感觉灵敏 � 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 �它 

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 �克服党员堕落腐化 

的危险 �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除出 

党 � 它能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 �使 

党更加接近群众 � 锻炼党 � 使党成为群众的党 ∀ 0 ≈����� 

也就是 �民主执政不仅可以使我们党接受人民的监 

督 � 确保党的纯洁性 �从而使党能够/ 跳出执政党先 

盛后衰的历史周期率0 � 而且还可以使我们从此跳出 

中国历史上治乱循环周期的/ 怪圈0 ∀ 

另外 � 要使民主执政得以顺利进行 � 单凭民主监 

督还不够 � 我们还得加强法制建设 �做到依法执政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邓小平在领导全党总结 

历史经验时指出 �/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 �固然 

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 !作风有关 �但是组织制度 !工 

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 ∀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 

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 

分做好事 � 甚至会走向反面 ∀ 0 ≈������ 他强调 � / 为了保 

障人民民主 � 必须加强法制 ∀必须使民主制度化 !法 

律化 �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 

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 0 ≈������ 

因此 �我们必须把加强法制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统 

一起来 � 使民主制度化 !法律化 �使党的执政活动在 

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 ∀ / 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 � 

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 � 

而且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 

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0 �因此 �作为执 

政的中国共产党 �既 / 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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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0 � / 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 !包办强迫命令的权 

力0 �也 / 没有在人民群众头 上称 王称霸 的权 

力0 ≈����� ����� ∀中国共产党也必须和全国人民一道 � 

共同遵守和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 �坚持做到有法 

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 确保依法执政 

的顺利进行 ∀ 

� �共同富裕 � 邓小平执政伦理思想所追求的最 

终目的

共同富裕是邓小平执政伦理思想所追求的最终 

目的 ∀它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中国传统的/ 利民0 !/ 富 

民0的民本思想 �也不同于平均主义 ∀ 传统的 / 利 

民0 !/ 富民0的民本思想是君主专制社会条件下的产 

物 � 它不可能真正把/ 利民0 !/ 富民0作为最终目的 � 

/ 利民0 !/ 富民0 仅仅是维护君主统治的一种手段 ∀ 

同样 �平均主义作为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在观念上的 

反映 � 其所追求的是人人均等地享有社会物质财富 ∀ 

这种思想存在于孔子的/ 不患寡而患不均0 !老子的 

/ 损有余而补不足0 !太平天国的/ 无处不均0 !康有为 

的5大同书6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公社的/ 大锅 

饭0中 ∀ 

对于平均主义 �邓小平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 ∀ 

他说 � / 过去搞平均主义 � 吃大锅饭 � 实际上是共同落 

后 � 共同贫穷 � 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 ∀ 0 ≈������ / 社会主 

义是个好名词 �但是如果搞不好 �不能正确理解 �不 

能采取正确的政策 �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 

质0 � / 根据我们的经验 �讲社会主义 �首先就要使生 

产力发展 �, ,社会主义经济到底对不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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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空 讲 社 会 主 义 不 行 �人 民 不 相 

信0 ≈����� ���� ∀因此 �邓小平强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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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 / 社会主义的本质 � 是解放生产力 � 发展生 

产力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 

裕0 ≈������ ∀可见 �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 

现 � 也是邓小平执政伦理思想所追求的最终目的 ∀ 

对于如何实现共同富裕 �邓小平根据我国的实 

际情况 � 提出了让一部分地区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 

并通过先富帮助后富的方式 �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的战略构想 ∀ / 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 !一 

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 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 � 先进 

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 ∀我们坚持走社会主 

义道路 � 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 � 然而平均发展是 

不可能的0 ≈������ �/ 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 

来 � 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 � 并且使 

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 ∀ 提 

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也是同样的道 

理0 ≈������ � 这是/ 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0 ∀ 共同富裕 

不等于同步富裕 � 也不是平均富裕 � 而是通过有先有 

后的方式来逐步实现 ∀ 这既符合事物发展的不平 

衡 ) ) ) 平衡 ) ) ) 新的不平衡 � 再到新的平衡的规律 � 

体现了邓小平所强调的党执政的真正目的和意义 � 

也体现了党执政的伦理价值之所在 ∀ 

� � / 三个有利于0 � 邓小平执政伦理的价值判断 

标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 �也是用 

来指导党执政的指导思想 ∀然而 � 具体而言 � 我们应 

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或评价党的执政 � 社会主 

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在哪里 � 对此 �邓小平作出了 

正确回答 ∀ 他说 �/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 

现 � 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 

度迅速发展 �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能够逐步得到满足 ∀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 

讲 � 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 � 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 

生产力的 发 展上 �人 民物 质 文 化生 活 的 改 善 

上 ∀ 0 ≈������ 我们判断改革开放中一切工作得失 !是 

非 !成败的根本标准是/ 三个有利于0 �即/ 应该主要 

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是否有 

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是否有利于提 

高人民的生活水平0 ∀ ≈������ 也就是说 � / 三个有利于0 

标准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和反映 �是判断改 

革开放中一切工作成败的标准 �是衡量社会主义优 

越性的标准 � 是衡量和评价党执政的道德标准 � 也是 

邓小平执政伦理的价值判断标准 ∀ 

/ 三个有利于0之所以成为邓小平执政伦理的价 

值判断标准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 三个有利于0 

本身的合道德性 �二是/ 三个有利于0标准是衡量我 

们党执政是否具有道德性的主要标准 ∀首先 � / 三个 

有利于0本身的合道德性表现为 �一 !社会生产力的 

发展是任何社会都需要追求的共同目标 �其符合人 

类的共同利益 �因而其当然具有合理性与合乎道德 

性 � 社会主义社会也概莫能外 ∀ 二 !综合国力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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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政治 !经济 !文化以及民族凝聚力等诸多因素 

的结合体 ∀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表明社会主义国家 

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 �表明社会主义国家的 

政治社会制度的先进性 !合理性与合道德性 ∀三 !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为人民 

谋利益的根本宗旨 �也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所追求 

的终极值目标 � 因而其合乎道德性 ∀ 其次 � 衡量一个 

党执政是否具有德性 �主要是看这个党执政是为了 

自己的特殊利益还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 如果它执政 

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 那么它就是有德性的 ∀ / 三个有 

利于0标准之所以是衡量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否具有 

道德性的主要标准 �主要是因为我们党执政并不是 

为了谋取党自身的利益 �而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 

本利益 � 而/ 三个有利于0标准正是判断一切是否符 

合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根本标准 �所以它是衡量我们 

党执政是否有道德性的标准 ∀ 由此可见 �党执政的 

目的及其成果只有符合/ 三个有利于0标准 �才能真 

正体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 也只有这样 � 

才能表明我们党的执政合乎德性的要求 ∀ 

二 ! 邓小平执政伦理思想的特色 

邓小平的执政伦理思想最终可以归结为一点 � 

那就是 � 立党为民 � 执政为民 ∀马克思 !恩格斯在5共 

产党宣言6中就已明确指出 � /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 

少数人或者是为了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 ∀无产阶级 

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 

立的运动 ∀ 0坚持为人民谋利 �以人民作为最高的价 

值主体 � 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 ∀ 作为马克思主 

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 �其执政的目的和使命就是为 

了无产阶级和绝大多数人谋利益 �除了最广大人民 

的利益 � 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 ∀ 邓小平的执 

政伦理思想 � 主要也是体现在这一点上 ∀ 

首先 � 立党为民 �执政为民 �就是要把人民的利 

益 !共同富裕作为我们党执政的出发点和归宿 � 这是 

邓小平执政伦理的核心价值 ∀党执政的各项工作的 

展开 � 都是要以此作为出发点和归宿 ∀ 而党在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0的基本路 

线的确立 �其主要原因亦在于此 ∀ 为此 �邓小平强 

调 � 除非发生大规模的战争 � 要不我们都必须要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 ∀他说 � / 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 

的 � 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 � 不能单打一 ∀ 但是说到 

最后 � 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 ∀离开了经济建 

设这个中心 �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 ∀ 其他一切 

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 �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 

它 � 冲击它 ∀ 0 ≈������ 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推动经 

济的快速发展 � 才能体现立党为民 � 执政为民的党执 

政伦理的精神实质 � 才能做到为民谋利 � 实现共同富 

裕的执政目标 ∀ 

其次 � 立党为民 !执政为民 �就是要转变党的执 

政方式 � 依法执政 � 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 

统一 ∀这是维护和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共同富 

裕的政治保证 ∀我国宪法规定 �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 0 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民当家作 

主 � 党的执政方式也必须由原来的依靠党的政策治 

国转移到依法治国的法制轨道上来 ∀党执政就是领 

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 �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 

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 

务 � 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 / 从中央到基 

层 � 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 

和法律相抵触 � 党是人民的一部分 � 党领导人民制订 

宪法和法律 � 一经国家权力机关通过 � 全党必须严格 

遵守 ∀ 0 ≈����� 依法执政 � 是党执政方式的一大转变 � 它 

使得党的执政更加民主化 !科学化与制度化 � 从而使 

党更好地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 �维护人民的利 

益 �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 

最后 � 立党为民 �执政为民 �还要不断加强党员 

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是我们党克敌 

制胜的法宝 � / 无论是过去 !现在和将来 � 这都是为我 

们的真正优势0 ≈������ ∀要坚持立党为民 � 执政为民 � 

关键依靠人的思想素质的提高尤其是党员干部队伍 

高素质的提高 ∀ 为此 �我们必须要加强党员干部的 

思想政治教育 �使他们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公仆意识 !依法执政的法律意识以及坚持可 

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意识 ∀ 

总而言之 � 邓小平执政伦理思想包含了以民为 

本 !执政为民 !民主执政 !依法执政 !共同富裕等核心 

内容 � 它从党执政的主体 !执政的出发点与归宿 !执 

政的方式以及执政的制度与法律保障等方面一起构 

成了一个完整的执政伦理思想体系 �是我们党在新 

的历史时期不断地加强自身的执政能力建设 !建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的理论依据与力量之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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ℑ    ∉∈∩ ∏ℜ ⊇ ⊕ ℘  ⊃ √⊃  ∧ � × ∪ ⊃ ⊕¬∠ ⊂ℑ∈ℑ  ⊃ ∉∈ ∉∅ √ℑ ⊂∏ ⊕℘ ⊂⊕ ℑ ⊂∧  ⊕∠ℑ ℑ  ⊕ ⊃   ⊕ ⊂ ∅∅  ∉⊆  ∪⊕℘ ∉∏   ⊕∉∅ ∠⊕∉∠ ⊂⊕ π ⊕ ℑ ⊂⊂ ⊃ ∅⊕� 

ℑ∈⊗ ⊕  ⊃ ∉∏  ⊂∧ ⊆⊃ ¬⊕  ∏∠ ⋅⊃  ∪  ∪⊕ ⊄∈∉⋅⊂⊕⊗ ∩⊕ ∉∅ √ℑ ⊂∏⊕ ⊃ ∈  ∪ ⊃ ∈∩ ℑ∈⊗  ∪⊕ ℘ ∉∈℘ ⊕∠ ∉∅ √ℑ ⊂∏ ⊕  ⊕ ℑ ⊂ ⊂∧ ℘ ∉∈  ∉⊂ 

∠⊕∉∠ ⊂⊕ π ⊕ ∅∉⊆⊃ ∈∩ ∠ ℑ℘  ⊃ ℘ ⊕� ⋅∪ ⊃ ℘ ∪  ⊕√⊕ ℑ ⊂ℑ ∪∏∩⊕ ⊗ ⊕ ∅⊕ ℘ ∉∅ ∪⊕ √ℑ ⊂∏⊕ ∪⊕∉ ∧ � ƒ∉ ∪ ⊃  ⊕ ℑ ∉∈ �⊃  ⊃ ∈⊕ ℘ ⊕   ℑ 2 

 ∧  ∉ ∠  ∉ℜ⊕ ⊗ ⊕⊕∠ ⊂∧ ⊃ ∈ ∉  ∪⊕ ∠  ∉ℜ ⊂⊕⊆ ∉∅ √ℑ ⊂∏⊕⊃ ∈  ⊕ ℑ ⊂ ⊃  ∧ � 

↔ ⊕∧ ⋅∉ ⊗ � ⊄∈∉⋅⊂⊕⊗∩⊕ ∉∅ √ℑ ⊂∏⊕� ∏ℜ ⊇ ⊕ ℘  ⊃ √⊃  ∧ ∉∅ √ℑ ⊂∏ ⊕� ⊕ℑ ⊂ ⊃ ∨ℑ  ⊃ ∉∈ ∉∅ √ℑ ⊂∏⊕ ≈编辑 � 颜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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