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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勤俭建国思想的现实启示 ①

李　冰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还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的传家宝。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
之初，毛泽东在指导中国的革命事业和新中国的伟大建设事业过程中，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时俱

进，推陈出新，赋予这一美德以崭新的时代内容和时代特色，并使之上升为治理国家的思想的高度，成为一项长期的治国

方针———勤俭建国方针。重温毛泽东的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思想，对于抵制奢靡歪风，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有着很

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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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年初，习近平在新华社《网民呼吁遏制餐饮环
节“舌尖上的浪费”》的材料上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大力

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

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

会蔚然成风。”十八届三中全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要

“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

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回顾毛泽东勤俭建国方

针的形成历程，对于抵制奢靡歪风，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

风气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１　毛泽东勤俭建国思想回顾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个人主义、享

乐主义以及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很是反感，他在

《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指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

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

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

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

则。”［１］并且号召广大干部带头：“必须注意尽一切努力最

大限度地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采取办

法坚决地反对任何人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破坏和浪

费，反对大吃大喝，注意节约。”［２］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更是把反贪污反浪费看作

是全党的一件大事来抓。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５２年，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先后号召全国各阶层开展爱国增产节

约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等。为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

的贪鄙奢靡风气，树立起艰苦奋斗、勤政廉洁的优良作

风，移风易俗，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起到积极作用，为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

的社会环境。毛泽东始终认为：“厉行节约不是消极的措

施，而是加速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积极的方针。”［３］“节

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一切经济事业

的方针”，要“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家

事业和合作事业。”［４］

在１９５７年２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
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的讲话，也就是在这次讲话中，以毛泽东为代表

的中共中央将勤俭建国明确确立为治国的根本指导方

针。因为“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与“我国还是一个

很穷的国家”之间是一个矛盾，而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就

是“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５］。按照这一指导方针，

１９５８年以后，中共中央又多次开展全国范围内的增产节
约运动。

在国家的建设过程中，毛泽东一直都很重视节约给

国家经济建设积累所带来的积极影响，甚至在文化大革

命过程中，毛泽东也一再强调要“节约闹革命”，因为他始

终坚信：“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只有增产节约这一

条康庄大道。”［６］

２　毛泽东勤俭建国思想的实践启示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

党的领袖，毛泽东一方面传承了勤俭节约这一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积极用于国家的建设之中，另一方面，毛泽

东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时俱进，

推陈出新，使之上升为治理国家的思想的高度，赋予这一

美德以崭新的时代内容和时代特色。

２．１　全民总动员参与勤俭建国，力量大
毛泽东的勤俭建国思想不是针对局部，或者是某些

特定的群体，而是发扬人多力量大的传统观念，号召全国

全民总动员，上至中央、军委各部门，下到省委、市委、区

党委，以及各同级人民团体党组织，包括各机关、学校、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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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部队等等全体人民齐参与到增产节约运动中。农村

开展了爱国丰产运动，国营企业则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

甚至是正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的志愿军也积极“裁并兵

团、军、师直属机关；减少机关人员和勤杂人员；……号召

全体指战员十分注意爱护物资，节约使用……提高射击

技术，精确瞄准，严格纠正浪费弹药的现象。”［７］在全国开

展“三反”运动过程中，部队正进行整编，毛泽东曾多次

批示：“整编工作必须结合反贪污犯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

争去进行。孤立地进行整编工作，整编就失去应有的意

义，整编内容就会残缺不全。”［７］１９５２年１月２０日，毛泽
东专门写了《关于全军必须以全力进行三反然后整编的

电报》，电报里指出：“必须以全力进行三反，三反完了再

整编，全军不许有一人例外。”［８］

正是无一人例外的全民勤俭节约，才为新中国在很

短的时间里节约了相当大的建设资金，据不完全统计：

“１９５２年全国增产节约总值已达３１．７亿，其中增产总值
１１．６亿元，生产和基本建设降低成本节约１３７．７亿，流动
资金节约６．４亿元。”［９］

２．２　节俭与增产同步，积累快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毛泽东勤俭建国思想的主

要内容，但这一思想并不是单纯地要求节约，反对浪费，

而是在实施的过程中要积极地增产，使节俭与增产同步。

１９４９年７月毛泽东在审阅修改新华社纪念中国人民解放
军建军二十周年的社论稿时，就加了三段文字，其中就有

“消灭封建势力，是农民得到土地……初步地恢复和发展

一切有益的工业和农业生产。”［１０］，为了争取国家财政经

济状况的基本好转，１９５０年开始对人民解放军进行部分
复员，使复员军人回到家乡参与生产。１９５２年２月１日，
毛泽东又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关

于部分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在这份命令里，毛泽东鼓

励转业军人：“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并号召：

“我们人民解放军，将在已有的胜利基础上，站在国防的

最前线，人民建设的最前线，协同全国人民，为独立、自

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继续奋斗。”［８］，除此以外，毛泽

东还积极倡导：认真地进行新产品的设计和试制……开

辟新的原料来源，以求达到扩大新产品、增加新产量、提

高质量和降低陈本的目的。据相关资料统计显示：三年

经济恢复时期（１９５０年 ～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５２年底，“全国
工农业总产值比１９４９年增长７７．５％，其中工业总产值增
长１４５％，农业总产值增长４８．５％，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
量均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１１］

２．３　节俭与反浪费、反贪污、反官僚主义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２８年艰苦卓绝的斗

争，终于迎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但中国共产党能

否真的跳出黄炎培的“历史周期律”，是毛泽东时刻高度

警惕的。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此就曾提醒过中国共产

党人，建国前夕，还将“严惩贪污”写进了《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共同纲领》，以期防微杜渐，然而，“自从我们占领城

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于是毛泽

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

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的时候，向全党提出

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

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

为。”［６］毛泽东认为：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

作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之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

因。还因为“浪费和贪污在性质上虽有若干不同，但浪费

的损失大于贪污，其结果又常与侵吞、盗窃和骗取国家财

物或收受他人贿赂的行为相近。故严惩浪费，必须与严惩

贪污同时进行。”［６］而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件的处理，也

反映了当时中共中央对推行“三反”运动，对整顿党风的重

大决心。与“三反”的相结合，“厉行节约”已经不是单纯的

经济活动，而是赋予了它一定的政治色彩。

２．４　领导干部以身作则，风气正
作为领导一定要严于律己，否则上行下效，败坏风

气，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深知这一点。１９５１年１２月，远
在湖南老家的堂弟毛泽连和远房侄子毛远悌给毛泽东写

信，因为毛泽连的母亲，即毛泽东的六婶生病，希望毛泽

东可以安排他们到北京治病，毛泽东回信说，“现在人民

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在

长沙住得太久。”［７］同样是１９５１年１２月，外交部亚洲司
服务员魏宝贵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中央机关某些干部用

公家的小汽车接送子女上下学，造成汽油等浪费的问题，

毛泽东亲批，由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查明

酌办”。而且，在对爱国增产运动和“三反”“五反”等斗

争经验进行总结的过程中，几乎所有上交中央的报告中

都提到要“首长负责，亲自领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等措施，毛泽东都给予了肯定，毛泽东还在《中共中央关

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中明确要求首

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等。

在践行勤俭建国，反对浪费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能

带头做到从上而下，躬亲示范，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

才有效地遏制了浪费贪污上行下效的不正之风，在社会

上树立起了清正廉洁，艰苦奋斗的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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