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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思想

及其现实启示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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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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一以贯之的勤俭建国思想用于指导中国的革命事业和新中国的伟大建设事业，取

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全民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今天，重温毛泽东的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思想，对于抵制当

前社会上与日俱增的奢靡之风，无疑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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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共产党光荣
的优良传统，还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的传家宝，更是党

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法宝。我国自古就有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的箴言。

近期，习近平在新华社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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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批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而薄熙来

案、雷政富案的进一步曝光也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据相关报道，自十八大以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

有２０多名厅级以上干部因为贪腐等问题纷纷落马。浪
费、奢靡、贪腐之风的助长，是当下阻碍实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宏伟目标不可忽视的一块“毒疮”，“毒疮”不除，

“中国梦”难圆，所以，今天回顾毛泽东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思想，探析其中的经验，无疑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导

意义。

１　毛泽东的勤俭节约主张与党的勤俭建国方针
的确定

勤俭节约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也是中国革命和建

设的重要思想武器之一。无论是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时

期，还是困难重重的新中国建设初期，甚至是国民经济逐

步好转的发展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始终把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勤俭建国作为办好一切事业的基本

方针和重要原则。

１．１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早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红军中也有不少的人

……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他们要到大城市不是

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享乐。他们最不乐意的是在生

活艰难的红色区域里工作。”［１］对于这样的想法，毛泽东

就曾在古田会议上写过一份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

错误思想》，对这种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其他各种非

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中央苏区遭到国民党的

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财政十分困难，与此同时，还受到

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势力的影响和侵蚀，党内和苏区

干部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官僚主义、铺张浪费、以权谋

私、贪污腐化等，在老百姓中间造成不良的影响，危害极

大。从１９３２年２月到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
央政府在中央苏区发动了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反贪污浪

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１５日，时任苏区
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和副主席项英共同签发了《关

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２６号训令，明文规定：“凡机
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工作人员，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

上者，处以死刑。”次年１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
表大会上作了《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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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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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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毛泽东一方面号召根据

地的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地实行生产自给，另一方面

又一再强调：“节约是一切工作机关都要注意的，经济和

财政工作机关尤其要注意的。实行节约的结果，可以节

省一大批不必要和浪费性的支出。”［２］

１９４８年，中国革命形势发生根本性转变，解放区的财
政状况有所改善。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依然

非常注意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

上的讲话》中特别提醒：“为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

产和市镇上的工业生产，在消灭封建制度的斗争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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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对于中国共产党党内可能会“因

为胜利”而出现“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

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了著名的“两

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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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泽东还把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至北京这一举动称之为

“进京赶考”，就是希望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以后要

戒骄戒躁，戒奢戒腐，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

历史周期律。

１．２　“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更是把反贪污反浪费看

作是全党的一件大事。１９４９年９月，中共将“严惩贪污，
禁止浪费”写进了当时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十八条明确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

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

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４］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减产，工厂倒闭，物资奇缺，物

价飞涨，大批工人失业，经济上的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无论是从扭转国民经济贫困局面的角度出发，还是

从防止共产党党内的贪污腐化、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

考虑，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成了建设新中国的必然选择。

１９５１年，国家财政局面依然严峻，为了支持抗美援
朝，毛泽东号召要在全国各阶层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爱

国增产节约运动，并以此作为中国人民当时的“中心任

务”来抓。

时隔不久，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的一份《关

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

主义斗争的报告》引起了中央的警惕和高度重视。报告

中揭露了东北地区一些党员干部贪污蜕化、铺张浪费、官

僚主义作风严重的事实。毛泽东认为，这决不是东北一

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于是要求：“在此次全

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

官僚主义的斗争。”［５］党中央在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日和８日
分别发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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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

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强调必须把“三反”斗争看作

“像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重要”，要“大张旗鼓”地“发动

广大群众”［６］。从此，“三反”运动在各地区各系统各部门

迅速展开。

在“三反”运动中，又暴露出大量的贪污盗窃与社会

上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

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密切相联。于是，

１９５２年１月２６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
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展开“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

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

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

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

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

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

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７］

１９５５年７月，中共中央又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
节约的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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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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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新中国成立初期，无论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还是国

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

中央一直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看作是带动国家在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全局都将迅速进步，并奠定将

来伟大建设基础的方针，贯穿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之中。

１．３　“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
针”

１９５６年，随着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
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到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这时，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

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

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

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

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１９５７年２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
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的讲话，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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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认为：“要

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

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１０］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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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中国共产党将勤俭建国明确确立为治国的根本指

导方针。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勤俭建国的方针一直以来是作

为新中国一项长期的建国方针来执行的。即使是在大跃

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中共中央对公社的管理也是秉

承“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办一切”的方针；１９５９年，中
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的决议》，号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要深入展开轰轰烈

烈的厉行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

五九年的生产和建设计划而斗争。”［１１］三年困难时期

（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全国又掀起了节约用粮运动。随着
１９６１年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的贯彻实施，特别是
１９６２年初“七千人大会”后，中共中央一系列放宽政策的
果断措施出台，在活跃经济的同时也造成经济管理方面

的混乱状态。很多行业和领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铺张浪

费现象，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等歪风再次抬头。１９６３年３
月１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
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

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在国家的建设过程中，毛泽东一

直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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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２　毛泽东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思想的现实启示
毛泽东勤俭建国方略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６０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３０
多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积贫积

弱、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工业

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也不断

取得新的进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城乡面貌日新月异，

人民生活也有了明显的改善。我们在看到成就的同时，

也不应该忽略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

有变。虽然我国的ＧＤＰ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但是我国
的人均ＧＤＰ还位于世界后列，虽然我国资源总量较多，但
人均占有量却很少；并且，由于长期以来沿用粗放型的经

营发展模式，在由贫困落后逐步走向富强的同时，自然资

源的消耗也在大幅度上升；除此以外，我国在经济、文化、

社会建设方面还面临着许多的问题和困难，正如胡锦涛

在十八大上所讲的：“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

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所

以，今天，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重温毛泽东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这一思想，对抵制当前社会上的奢靡、贪

腐、浪费之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具有重要的现

实启示。

２．１　既要注重社会积累，又不能忽视合理消费
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确立了要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

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宏伟目标。为了早日实现这一目

标，毛泽东一方面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实行生产节

约；另一方面，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筹措资金，长期实行高

积累，重视重工业的发展，忽视农轻工业的建设，忽视国

民的消费需求。这一做法虽然加速了社会建设资金的积

累，暂时实现了社会的稳定，但是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严

重失衡，却直接导致人民生活质量的下降。重生产、轻消

费的做法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危害是不可小觑的，但像今

天这样炫富、斗富、崇尚过度消费的行为也是不科学的。

当前的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如果继续倡导普遍贫

穷式的苦行主义或禁欲主义，与之当然是不相适应的，但

也不应该是富得无聊式的消费主义或纵欲主义，而应当

是同社会生活的市场化、民主化、法制化、科技化密切相

关的节欲主义，在消费方式上应该更加注重生活质量、自

然环境指数和长远消费的理念，不盲目扩大消费，也不抑

制合理消费，而是把消费引导到以人为本、扩大内需、拉

动国民经济增长的轨道上来，真正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协

调发展，要在全社会倡导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与节约观。

除此以外，我们还应该正视，今天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很多浪费的现象。应该

积极通过科技创新来推动节约资源的步伐，不断调整产

业的结构，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同时保证国民经济各

部门按比例发展，探索出多元又高效的经济增长途径。

２．２　既要坚持群众路线，又不能忽视法律制度建设
毛泽东勤俭建国方略的形成和贯彻过程中，都很好

地坚持了群众路线。无论是前期的节约增产运动还是后

来的“三反”“五反”，以及之后的“四清”运动，无一例外

地都发动了广大干部群众，全民上下总动员，一起参与到

勤俭建国的过程中，为更快地积累社会建设资金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然而，在“三反”“五反”运动的初期，因为没

有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对贪污行为的量刑判决方面，

以中共中央的批示为依据，甚至于各地方为了完成中央

自上而下批示的“打虎”指标，不惜用逼供信的办法打出

了一些假“老虎”，批示代替法律、人治代替法治的结果是

一批又一批冤假错案的产生。在当代中国，同样因为相

关的体制和法律体系不健全，中国领导干部的政绩工程、

决策失误和公款吃喝等给国家造成的浪费也是巨大的。

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投资决策失误率

在３０％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４０００～５０００
亿元。”［１３］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在举全国之力进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只有健全法制体系，做到有

法可依，违法必究，用法治代替人治，才能切实实现社会

的公平正义、安定有序，才能保证历史的悲剧不会重演。

２．３　既要发挥党员干部示范效应，又不能忽视社会风气
的培育

厉行勤俭建国，只靠一纸红头文件和老百姓的自觉

是远远不够的，要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示范效应。建国

初期，毛泽东在推行勤俭建国方略的过程中，特别强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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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领导干部带头，他一直以来严格要求自己，生活极其简

朴：一双拖鞋穿了２０多年，一件睡衣上面缝了７４个补丁
……他深知作为领导如果不能严于律己，躬亲示范，一定

会上行下效，败坏社会风气。所以，在今天厉行勤俭建

国，首先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以身作则，从思想上绷紧勤俭

这根弦，从行为上杜绝以权谋私、公款吃喝、沉迷酒色、出

门讲排场、摆阔气等事件的再次发生，像党的好干部焦裕

禄、孔繁森那样为了一方百姓的幸福生活鞠躬尽瘁，全心

全意付出，以此重塑中国共产党在老百姓心目中清正廉

洁的形象，密切党群关系。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通过新

闻媒介和各种载体进行国情教育和勤俭教育。让大家认

识到，虽然当前我国经济上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进行社

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是史无前例的，未来的发展征途中不

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挫折和挑战，只有全民形成

勤俭建国的意识，在全社会培育形成勤俭办一切的风气，

不再过度追求物质纵欲，才能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提供重要的思想保证。

新时期新阶段的中国，虽然国民生产总值已经在世

界上遥遥领先，但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没有改

变，人口基数大、底子薄、人均资源少的矛盾依然存在，人

民的物质生活、精神文化生活的水平还有待提高，综合国

力亟需加强。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

还会有不少新挑战、新困难和新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十

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全党全国人民在接下来一个时

期内的新任务，即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在这样的历史重任之下，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更应

该传承勤俭节约的美德，继承毛泽东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的思想精髓，大兴艰苦朴素、厉行节约、反贪污、反浪费的

勤俭建国之风，既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也有重要的政治意

义和社会意义。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只有其领导

干部以身作则，秉承“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

一”的理念，切实践行毛泽东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一思

想，带领全国人民大兴勤俭之风，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地实

现崛起和复兴，才能更快地实现美丽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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