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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孙中山在吸收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理念和西方现代民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独具时

代特色和一定前瞻性的民生主义观。具体实施过程中，他希望通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发展实业等措施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达到均贫富的目的。

在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的今天，仍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借

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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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溯源 

 

 

    “三民主义”思想是孙中山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的革命纲领。孙中山先生在总结

外国资本主义发展经验和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民生主义观，

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在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观 

关于民生的提法，古已有之，往往与“民本”相联系。《左传·宣公十二年》中有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记录。《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民惟邦本”。程颐则认为：

“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二程集·河南程氏文

集》卷五，《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书》），强调要“敬天保民”，重视养民、贵民、利

民、惠民。朱熹说：“仁义之道，万世之所常行，天下之所共由，民生之所日用也。”（《朱

熹集》卷七十三，《李公常语下》） 

1924 年 8 月，孙中山在吸收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理念和西方现代民主思想的基础

上，提出并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和一定前瞻性的民生主义观。他在《三民主义·民生主

义》一文中明确指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

命便是”①，他还进一步论述民生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

原动力。因为民生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经济组织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

以及发生种种不平的事情。像阶级战争和工人痛苦，那些种种压迫，都是由于民生不遂

的问题没有解决。”②民生问题关乎生存大计，是人类奋斗的根本宗旨。“古今一切人类

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因为要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

进化。所以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③在

                                                        
①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引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
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9 卷，中华书局，2011 年 5 月，
第 355 页。 

②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引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
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9 卷，中华书局，2011 年 5 月，
第 386 页。 

③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引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
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9 卷，中华书局，2011 年 5 月，
第 369 页。 



2013 年孫文論壇學術研討會 

190 

孙中山看来，只有“人类求解决生存问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才是历史的重心。”①

而人类谋求解决生存的问题，也就是民生问题。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观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创

新。他的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孙中山在不同场合多次说过：“民

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②“我们不能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不同。我们

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

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

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③既然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有着密切联系，为何不直接用社会主义一词，而用

“民生”这个传统名词呢？他也有相应解释。首先，“社会主义的范围，是研究社会经

济和人类生活的问题，就是研究人民生计问题。所以我用民生主义来替代社会主义，始

意就是在正本清源，要把这个问题的真性质表明清楚。要一般人一听到这个名词之后，

便可以了解。”④其次，“社会问题便是民生问题，所以民生主义便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

本题。”⑤至于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孙中山更是指出：“共产主义是民生

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
⑥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实际上是在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有所学

习和了解后，总结归纳出来的结论。他心目中的民生主义宗旨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

相通的。 

     

二、实现民生主义的措施 

孙中山以政治家的眼光和情怀把解决民生问题提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将民生问题

与社会诸问题的解决结合起来，并站在国家角度提出发展民生、实现人民幸福的途径。

                                                        
①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引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
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9 卷，中华书局，2011 年 5 月，
第 365 页。 

②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引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
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9 卷，中华书局，2011 年 5 月，
第 386 页。 

③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引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
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9 卷，中华书局，2011 年 5 月，
第 394 页。 

④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引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
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9 卷，中华书局，2011 年 5 月，
第 359 页。 

⑤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引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
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9 卷，中华书局，2011 年 5 月，
第 360 页。 

⑥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引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
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9 卷，中华书局，2011 年 5 月，
第 3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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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①鉴于此，他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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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只

有“先把中心的民生问题研究清楚了，然后对于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办法”。② 

1912年8月22日，孙中山在《致宋教仁函》中指出：“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

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

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

而政治乃能活动”。③具体来说，孙中山发展民生的主张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1.平均地权。孙中山对土地问题尤为重视，“平均地权”思想在孙中山民生主义中

占据核心地位，其目标是要实现“耕者有其田”，最终达到“贫富均等”。他说：“土地

问题能够解决，民生问题便可以解决一半了。”④“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 那么社会革命

已成七八分了。”⑤1924 年 8 月，他曾指出，“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

田’。”他说：“现在的农民都不是耕自己的田，是替地主来耕田，所生产的农品大半是

被地主夺去了。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我们应该马上用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如果不能

够解决这个问题，民生问题便无从解决。”⑥要做到地权平均，需要采用“核定地价”、“照

价纳税”、“照价收买”和“涨价归公”等措施来保证。对此，孙中山认识到：“盖酿成

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故当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

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加价征税，

并于必要时依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⑦在孙中山看来，最为有效的平均地

权的方法之一就是标定地价，这也是平均地权的关键之处。他说：“兄弟所最信的是定

地价的法。比方地主有地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将来因交

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家。这于国计民

                                                        
①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引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
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9 卷，中华书局，2011 年 5 月，
第 386 页。 

②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引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
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9 卷，中华书局，2011 年 5 月，
第 377 页。 

③
 孙中山：《致宋教仁函》（1912 年 8 月 22 日），引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
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2 卷，中华书局，
2011 年 5 月，第 404 页。 

④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引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
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9 卷，中华书局，2011 年 5 月，
第 390 页。 

⑤
 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1912 年 4 月 1 日），引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
第 2 卷，中华书局，2011 年 5 月，第 320 页。 

⑥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引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
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9 卷，中华书局，2011 年 5 月，
第 399-400 页。 

⑦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 年 1 月 23 日），引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9 卷，中华书局，2011 年 5 月，第 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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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皆有大益。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然永绝，这是最简便易行之法。”①孙中山的

目的，是想通过标定地价，通过限田、授田、租田等手段，“使地产价值的增值额，成

为创造这一价值额的人民的财产，而不是成为那些侥幸成为土地私有者的个别资本家的

财产”②，最终实现“耕者有其田”。 

2.节制资本。孙中山提倡“节制资本”并不是要消灭私人资本，而是包含三个方面，

即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和利用外国资本，这三方面也是互相联系的。对此，他

有过一番阐释：“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

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③1912 年 4 月，孙中山在一次演说中说：“今日

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然不可不防一种流弊，则资本家将从此以

出是也”。④因此，“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道、电气、水道等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

享其利。”⑤孙中山认为解决民生问题，“如果不用国家的力量来经营，任由中国私人或

者外国商人来经营，将来的结果也不过是私人的资本发达，也要生出大富阶级的不平

均。”⑥振兴实业，不仅要节制私人资本，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资本。 

1919 年，他撰写了《中国实业如何能发展》一文，其中提到：“防之<之>道为何？

即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铁、水力、矿油等，及社会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点

等，与夫一切垄断性质之事业，悉当归国家经营，以所获利益，归之国家公用。”⑦由此

足见，孙中山重点还是在发展国家资本上。孙中山认为：“我们在中国要解决民生问题，

想一劳永逸，单靠节制资本的办法是不足的······中国不能和外国比，单行节制资本

是不足的。因为外国富，中国贫。外国生产过剩，中国生产不足。所以中国不但是节制

                                                        
①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1906 年 12 月 2 日），引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

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合编：《孙中

山全集》第 1 卷，中华书局，2011 年 5 月，第 329 页。 
②
 孙中山：《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1912 年 4 月 1 日），引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

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2 卷，中

华书局，2011 年 5 月，第 326 页。 
③
 孙中山：《对上海<民立报>之答词》（1912 年 4 月 16 日），引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

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2 卷，

中华书局，2011 年 5 月，第 338 页。 
④
 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1912 年 4 月 1 日），引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

第 2 卷，中华书局，2011 年 5 月，第 322 页。 
⑤
 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1912 年 4 月 1 日），引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

第 2 卷，中华书局，2011 年 5 月，第 323 页。 
⑥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引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

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9 卷，中华书局，2011 年 5 月，

第 391 页。 
⑦
 孙中山：《中国实业如何能发展》（1919 年 10 月 10 日），引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

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5 卷，

中华书局，2011 年 5 月，第 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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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资本，还要发达国家资本。”①国家资本发达了，许多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对此，他

满怀信心地指出：“如是，则凡现行之种种苛捐杂税，概当免除。而实业陆续发达，收

益日多，则教育、养老、救灾、治疗，及夫改良社会，励进文明，皆由实业发展之利益

举办。以国家实业所获之利，归之国民所享，庶不致再蹈欧美今日之覆辙，甫经实业发

达，即孕育社会革命也。此即吾党所主张民生主义之实业政策也。凡欲达真正国利民福

之目的者，非行此不可也”。② 

3.发展实业。实际上，孙中山在解释自己民生主义时提出的两个要义是平均地权和

节制资本，本文之所以将发展实业一并列出，因为发展实业既是实现民生主义的物质保

证，是实现民生的经济基础，也是实现民生主义的重要途径。孙中山也提过：“仆之宗

旨在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

乐之幸福，则仆之素志也。”③他还说：“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
④，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兴旺。只有“实业根本既定，民生事实方能发生，利国福民无

逾于此。”⑤因此，发展实业的确是也应该是民生主义观的重要内容。要发展实业，“必

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⑥ 

孙中山对中国的国情有清醒的认识，尤其是看到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广阔市场，

他说：“吾国既具有天然之富源，无量之工人，极大之市场，倘能借此时会，而利用欧

美战后之机器与人才，则数年之后，吾国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
⑦
具体落实到

行动中，孙中山也有自己的规划：“予之计划，首先注重于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

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盖此皆为实业之利器，非先有此种交通、运输、屯集

之利器，则虽全其[具]发展实业之要素，而亦无由发展也。其次则注重于移我[民]垦荒、

冶铁炼钢。盖农矿二业，实为其他种种事业之母也。农、矿一兴，则凡百事业由之而兴

                                                        
①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引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

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9 卷，中华书局，2011 年 5 月，

第 391 页。 
②

 孙中山：《中国实业如何能发展》（1919 年 10 月 10 日），引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   
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5 卷， 
中华书局，2011 年 5 月，第 135 页。 

③
 孙中山：《在沪南商会分会欢迎会的演说》（1912 年 4月 16 日），引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
第 2 卷，中华书局，2011 年 5 月，第 340 页。 

④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引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9 卷，中华书局，2011 年 5
月，第 391 页。 

⑤
 孙中山：《致美洲同志函》（1912 年 7 月 25 日），引自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
民出版社，1990 年 7 月，第 351-352 页。 

⑥
 孙中山：《致宋教仁函》（1912 年 8 月 22 日），引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
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2 卷，中华书局，
2011 年 5 月，第 404 页。  

⑦
 孙中山：《中国实业如何能发展》（1919 年 10 月 10 日），引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  

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5 卷，
中华书局，2011 年 5 月，第 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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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① 

1918 年，孙中山制定出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现代化经济发展战略——《实业计

划》。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以划分经济区域的方法对国家经济发展进行规划，将

中国划分成三大经济区域，并对各区域内经济发展提出详尽规划。整个《实业计划》包

括以下六大计划： 

第一计划：筑北方大港于直隶湾；建铁路系统，起自北方大港，迄中国西北极端；

移民蒙古、新疆；开浚运河，以联络中国北部中部通渠及北方大港；开发山西煤矿、铁

矿资源，设立制铁、炼铜工厂。第二计划：东方大港的修建；建设内河商埠；整治扬子

江水路及河岸；改良扬子江现存水路及运河；创建大水泥厂。第三计划：改良广州为一

世界级大港(即南方大港)；改良广州水路系统；建设中国西南铁路系统；建设沿海商埠

及渔业港；创立造船厂。第四计划：建筑中央铁路系统；东南铁路系统的建筑；东北铁

路系统的建筑；扩张西北铁路系统；建筑高原铁路系统；创立机关车、客货车制造厂。

第五计划：粮食工业；衣服工业；居室工业；行动工业；印刷工业。第六计划：铁矿；

煤矿；油矿；铜矿；特种矿之采取；矿业机器之制造；冶矿机厂之设立。② 

   《实业计划》是孙中山提出的振兴实业的重大方案，不但包括孙中山对中国社会经

济蓝图的全面设计，还有着他对社会发展道路的一系列思考和主张，是孙中山提倡实业

的具体表现。 

1924年 4月，孙中山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演说时，对国家兴办实业

的最终目的又作了详尽说明。他说：“国家太平了，开辟财源，所得的利益不许少数人

独享，要归多数的人共享，国家的利益大家可以均沾。少年的人有教育，壮年的人有职

业，老年的人有养活。全国男女，无论老少，都可以享乐”。③可见，孙中山振兴实业的

最终目的是为了“不许全国男女有大富人和大穷人的分别”，不要出现两极分化，做到

“少有所学，老有所养”，使得全体国民能安享幸福。 

 

三、民生主义的当代意义 

    我们正在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路要走好，必须指导理论科学正确。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思想，对我们今天搞好

民生建设，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借鉴意义。在笔者看来，至少有以下几点： 

                                                        
①

 孙中山：《中国实业如何能发展》（1919 年 10 月 10 日），引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   
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5 卷，
中华书局，2011 年 5 月，第 134 页。 

②
 吴智文、曾俊良：《从稚弱到繁荣——广州百年经济发展剪影》，广州出版社，2001 年 11 月，第 37 页。 

③
 孙中山：《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的演说》（1924 年 4 月 4 日），引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

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合编：《孙

中山全集》第 10 卷，中华书局，2011 年 5 月，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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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的核心价值理念。公平正义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共性的天然追求，理所当然也是

中国人民的追求。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指出：“政者，正也”（《颜渊》）；“其身正，不令

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不患寡而患不均”（《季氏》）；韩愈在一千多

年前指出：“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西方政治学家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

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

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

和安排有序，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①这些哲人的思考与论述，揭

示了公正是人类判断事物的基本尺度，是效率与和谐的基础。 

孙中山的民生思想蕴含了鲜明的平等、公正理念。他曾明确表示：“俾全国之人，

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则仆之素志也。”为实现这一理想，孙中山赋予民生主义

以全国人民同享幸福的内涵与追求。他说：“民生主义，就是要人人有平等的地位去谋

生活；人人有了平等的地位去谋生活，然后中国四万万人才可以享幸福。”② 

公正既是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也是社会健康平稳发展的动力与保障。没有制度公

正的社会，其统治必然与民众处于对立状态，无法和谐，难以长期维系，必然导致革命，

改朝换代。中国历史上因社会失去公正而引起过大小数以千次计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

的口号大多为“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 

    公正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价值目标。如果一部分人的发展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

利益为代价，少数人的幸福建立在多数人的痛苦之上，那是不公正的。社会主义要保障

大家不仅权利公平，而且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司法公平。领导者的职责就

是维护公平，民主和法治是维持公正的保证。让奋斗者有收获，让付出者有回报，让奉

献者有奖励，让违规者受惩处。 

权责分明的担当意识。在孙中山看来，民生问题应该包含四方面，除衣、食、住之

外，还有一种就是行，行就是走路。要满足国民的四种需要，国家要担负起责任，国民

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要担负责任，履行义务。他说：“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不但是

要把这四种需要弄到很便宜，并且要全国的人民都能够享受。所以我们要实行三民主义

来造成一个新世界，就要大家对于这四种需要都不可短少，一定要国家来担负这种责任。

如果国家把这四种需要供给不足，无论何人都可以来向国家要求。”这体现了国家对国

民的责任。但同时，他也提出，国民也要履行一定的义务。“国家对于人民的需要固然

是要负责任，至于人民对于国家又是怎么样呢？人民对于国家应该要尽一定的义务，像

做农的要生粮食，做工的要制器具，做商的要通有无，做士的要尽才智。大家都能各尽

各的义务，大家自然可以得衣食住行的四种需要。我们研究民生主义，就要解决这四种

                                                        
①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 3 月，第 1 页。 

②
 孙中山：《在广州农民联欢会的演说》（1924 年 7 月 28 日），引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10

卷，中华书局，2011 年 5 月，第 462-4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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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问题。”① 

孙中山的民生思想中，国民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是同时的，要做到权责分明。我们

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有类似规定，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只有这样，国

家、社会才能健康有序发展，人民生活才能幸福安康。 

    以民为本的宗旨。孙中山说：“人类之生活，亦莫不为生计所限制，是故生计完备，

始可以存，生计断绝，终归于淘汰。”②说到底，就是民生问题是社会的根本问题，生存

是人最基本的诉求。只有“民生主义能够实行，社会问题才可以解决；社会问题能够解

决，人类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③ 

     1940年，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在阐述中国发展的前途时指出：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

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计民生’，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

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④这篇论述引用了孙中山先生关于民生主义的有关

论述。 

从毛泽东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江泽民提出

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提出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提出的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的主张，在精神实质上是

一脉相承的，是对他的民生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孙中山不愧是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是中华民族在20世纪的三大伟人之一。 

孙中山先生临终留下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经过几十年的奋斗，

今天，我们可以欣慰地告诉先生在天之灵，海峡两岸都有了巨大变化和进步，都在继续

努力奋斗，一定实现先生的愿景，把中国建设成团结统一、民主文明繁荣富强的国家，

让人民生活得更美好！ 

     

                                                        
①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引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

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9 卷，中华书局，2011 年 5 月，

第 411 页。 
② 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1912 年 10 月 14-16日)，引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

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2 卷，中华书局，2011

年 5 月，第 510 页。 
③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引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

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9 卷，中华书局，2011 年 5月，第 381 页。 
④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引自《毛泽东选集》第 2 卷，1990 年 5 月，人民出版社，第 63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