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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民生60年》探讨了新中国解决民生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全书分“历史回眸”、“理论创新”、“新的实践”三编共十三章，围绕解放民生、关注民生、发展
民生、改善民生这一主线，全方位、多视角研究了解决民生问题与促进社会发展的密切关联，系统阐
述了新中国建立60年来解决民生问题的历史进程、理论创新、实践成果、主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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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 历史回眸第一章 民生问题：一个历久弥新的时代话题一、民生问题的基本内涵与话语语境二、
民生问题的现实状况与主要特征三、民生问题的关涉内容与结构层面四、民生问题是社会建设的重中
之重第二章 百年梦想：先进中国人解决民生问题的不懈追求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民生面临的突出问
题二、太平天国对解决民生问题的初步认识三、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与现实意义四、中国共产
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解决民生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第三章　休养生息：奠定解决民生问题的最初基础一、
建立政权，为解决民生提供政治保证二、恢复经济，为解决民生提供物质条件三、土地改革，极大解
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四、三大改造，为解决民生创造制度前提第四章 曲折推进：确立解决民生问题的奋
斗目标一、进行十年探索，为解决民生寻找正确出路二、遭遇“文革”动乱，中国民生经历的一场磨
难三、转移工作重心，探索解决民生的正确途径四、提出共同富裕，为解决民生提供奋斗目标第五章 
开拓创新：形成解决民生问题的新路径一、以发展市场经济为依托，奠定保障民生之新基础二、以全
面建设小康为目标，步人改善民生之新阶段三、以实现科学发展为指针，开辟改善民生之新途径四、
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追求，提升保障民生之新境界中编理论创新第六章 解放民生：毛泽东对民生理论的
初步探索一、领导“两次革命”，提供基本政治前提二、处理“十大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三、
实施“双百方针”，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第七章 关注民生：邓小平对民生理论的视角转换一、从观念上
纠正了忽视民生的两个倾向二、从战略上构建了发展民生的三大理论三、从政策上提出了关注民生的
四大举措第八章 发展民生：江泽民对民生理论的丰富完善一、增添和提升发展民生的哲学基石和价值
目标二、丰富和充实发展民生的阶段内容和理论体系三、制定和完善发展民生的战略措施和实施重点
第九章 改善民生：胡锦涛对民生理论的重大突破一、确立关于民生的理论新指南和战略新地位二、提
出关于民生的奋斗新目标和政治新理念三、明确关于民生的时代新思维和价值新取向四、制定关于民
生的发展新决策和实践新任务下编 新的实践第十章 关注生存：解决民生最突出的目标要求一、衣食
住行——解决民生问题的基础内容二、扩大就业——解决民生问题的主要体现三、合理分配——解决
民生问题的经济来源第十一章 重视保障：改善民生最基本的制度安排第十二章 促进发展：提升民生
最重要的价值体现第十三章 民生为重：新中国解决民生问题的主要经验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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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历史回眸　　第一章 民生问题：一个历久弥新的时代话题　　一、民生问题的基本内涵与
话语语境　　（一）民生与民生问题的基本内涵　　1．民生与民生问题的概念界定　　“民生”一
词最早出现在《左传·宣公十二年》之中的所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之说，而《辞海》中对于“
民生”的解释是“人民的生计”。
①在中国传统社会当中，民生一般是指百姓的基本生计。
到了20世纪 20年代，孙中山给民生注入新的内涵，并将之上升到“主义”、国家方针大政以及历史观
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孙中山对于民生问题较为经典的解释是：“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
的生命。
”②“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
”③“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
”④　　现代意义上的民生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上的民生是指，凡是同民生有关的，包括与人民的生计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的事情。
这个概念的优点是充分强调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要性和高度综合性，但其明显的不足在于，概念范围太
大。
从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的角度看，广义上的民生几乎可以延伸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
，无所不包，甚至还可以包括历史观方面的问题。
这样一来，由于不宜操作和把握，容易冲淡人们对于直接、切身、具体、真正的民生问题的关注和改
善，使民生问题难以同改善民生的具体政策和措施有效地结合起来。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对民生大致是从广义角度来界定的。
而狭义上的民生概念则主要是从社会层面上着眼的。
从这个角度看，所谓民生，主要是指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
展能力和基本权益保护的状况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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