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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云同志作为中共党内尤为关注民生的领导人之一，在七十多年的工作实践中，形成了丰

富的民生思想。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实现路径四个层面，对陈云民生思想的基本内涵做一

挖掘、梳理和总结，以期对今天和谐社会构建中遇到的一些民生难题的破解，提供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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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

他曾经说过，“共产党人是主张改善民生

的”[1】瑚。他终其一生都在为改善百姓生活而殚

精竭虑，奋斗不止。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

践中形成了丰富的民生思想。

一、陈云民生思想的基本内涵

(一)从政治上看，民生问题是革命和建设的

关键问题

陈云民生思想的首要内容就是把民生问题与

政治相联系，从“讲政治”的高度来看待民生问

题。把能否解决民生问题，是否真正为人民谋福

利，作为革命成功和巩固社会主义的关键。

1．民生问题一定程度的改善是革命成功的关键

陈云认为：“我们的目的不仅要打倒反动势

力，而且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395这就提出了

一个革命和民生的关系问题，革命就是为了民生。

而要革命成功，必须得民心；而要获得民心，就得

首先关注民生。陈云在民生问题上首先做到将政

治宣传与生活关注相结合，将军事革命与经济问

题相联系，将民生问题落实在关心群众生活、解决

群众具体生活问题上。

陈云深知，要联系群众，发动群众，仅靠教育

引导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要关心群众的切身问

题，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给他们看得见的物质

利益。“农民是最讲实际的，他们的积极性是建

筑在切身利益基础上的，得利越多积极性越

高。”[11323q24早在1933年，针对苏区党和工会忽

视对工人经济斗争的领导，不关注工人生活改善

的现象，他曾做过尖锐的批评：“忽视苏区工人当

前这些最迫切的问题，妨碍了工人群众参加革命

的积极性，是目前职工运动中危险的右的错误倾

向。”Ll归并且明确指出：“只有工人阶级地位改善

了，才能提高工人的觉悟，发挥工人参加革命的积

极性。”⋯8延安时期，他在强调“改善群众生活才

能发动群众”的同时，进一步指出：“经验已经证

明，那个地方群众的生活改善了一些，群众就更加

积极了，群众团体就更有组织了。如果那个地方

没有注意改善民生，或者虽有改善民生的法令，但

实际上没有实现，群众就照旧起不来。”⋯166针对

地方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认识，陈云明

确地告诫他们，如果党的基层组织“不关心群众

的生活，不为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置群众的痛

痒于不顾，而要开展群众运动，要群众热烈起来与

党与政府与军队一道艰苦奋斗，这是不可能的

事。¨l』167而且，群众生活的改善，绝不仅仅局限于

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等等，对群众政治、经济、

文化和日常生活等许多方面任何细小的可能的改

善，都不能忽视，都要尽可能地改善。

2．民生问题解决的好坏是社会主义事业能否

巩固和完善的关键

陈云始终认为，对基本民生问题的解决，不仅

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事

关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江山社稷的巩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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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在他看来，解决基本的民生问题，是夺取政权

和巩固政权的“手段”，更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

的”。因为“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劳动者人人有吃

有穿，而且要吃的较好，穿的较好。”⋯3昭一38‘

1957年6月，《参考资料》转载了美国《新共

和》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说到：“北京政权现在并不

能牢靠地控制住大陆。工业产品、猪肉、棉花和煤

缺乏，反映出一种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对帝国主

义的幸灾乐祸，而在我们的领导干部中，还普遍存

在着只重视工业建设，忽视人民生活的错误倾向，

陈云不无忧虑地指出：“如果只注意工业建设，不

注意解决职工的生活问题，工人就可能闹事，回过

头来还得解决。”【2埘并进一步指出：“经济不摆在

有吃有穿的基础上，我看建设是不稳固的。”[2]a6

1957年，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陈云认

为，我们的“二五”计划必须从保证老百姓有吃有

穿出发，虽然还只能是紧吃紧穿，但“如果我们不

能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就站不稳，必然还要回头补课。”[2]ss-a6晚

年陈云依然充满忧患意识，在1979年3月的中央

政治局会议上，他感叹道：“革命胜利三十年了，

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有没有改善?有。但不少地

方还有要饭的，这是一个大问题。”【2 J瑚“人民群

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

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2】209。210。正

是这种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使古稀之年的他，以

老骥伏枥的壮志，整顿“十年文革”造成的混乱局

面，并积极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努力为老百姓

开创一个“民生”的春天。

{二)从经济上看，改善人民生活是经济建设

的出发点和归宿

1．“大力发展生产”的基本主张

陈云认为，民生的改善，必须建立在生产发

展、经济繁荣的基础上。“中国几百年来受人欺

侮，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经济落后。现在全国解放

了，人民民主政权建立了，如果还不进行大规模的

经济建设，则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没有保障

的。’’[3】1韶

其实早在革命战争年代，陈云就特别重视通

过发展生产来改善人民生活。1944年5月28

日，在边区会计人员训练班开学典礼上，他指出：

“现在革命已进入这样一个阶段，主要任务是组

织人民生产。”【4坤作为一个革命者，我们要适应

这种形势需求，不做过时的革命家、空头的革命

家，而要成为一个现实的革命家，那就需要我们

“能为群众服务，解决他们的吃饭穿衣问

题。”【4J3％建国初期，陈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

们面临着严重的斗争。这个斗争不仅表现在军事

上，而且越来越表现在经济上。”[3160面对着一穷

二白的烂摊子和饱经战乱的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

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共产党人在经受着一场考验。

新生的政权能不能站得住脚?“马上得天下”的

共产党能不能“马上治天下”?对此，陈云坦率而

自信地说：“老百姓对我们是拥护的，对打倒国民

党反动派，实行土地改革，是赞成的。但老百姓不

仅在军事上、政治上看我们，他们还透过经济看我

们，看物价能不能稳定，还饿死不饿死人。这些问

题是老百姓关心的，也是对我们的考验。”[3]60-61

如何经受住这场考验，给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对此，陈云深刻地指出：“解决商品供应不足的困

难，根本办法是积极增加生产。”【3心

2．“有利于人民”的根本出发点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时期，陈

云同志始终关注民生改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

系。要把群众的利益和需求作为出发点，就需要

在经济工作中“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

革命有利，就怎样办。”【3脚建国初期，经济领域五

种经济成分并存，有人主张消灭私人资本。如何

对待私人资本，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一五”

计划的顺利实现。1950年6月，在党的七届三中

全会上，他就指出：“五种经济成分是兼顾好，还

是不兼顾好?当然是兼顾好。因为私营工厂可以

帮助增加生产，私营商业可以帮助商品流通，同时

可以帮助解决失业问题，对人民有好处。”【3牌在

随后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陈云再次指出：

“为着发展商品的交流。国家允许私人资本经营

商业，这也是对于国家和人民都有利的。”[3110a

1951年7月，在统战工作会议上，他进一步强调

指出：“我们欢迎的，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

商业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但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有

利，对将来搞社会主义也有利。害怕这种发展是

错误的。”【3J149在陈云看来，私人资本的存在。适应

了当时中国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因而，对于有益于

国计民生而不是操纵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

济的存在和发展，人民政府是应该予以保护的，也

是要加以引导和改造的：“要把我国资本主义工

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改造成为这样一种有利

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2]12-13可见，他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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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就是真正为人民谋福利，就是

时刻关注民生。

3．“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重要方针”

在陈云看来：“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

了改善人民的生活。”【2】抛本着这样的目的，在领

导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如何做到“经济建设和人

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2]29在国民收入的

分配中，如何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陈云高度概

括为一句话：“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并将它作

为经济工作的“重要方针”，也作为他一生为之奋

斗的动力之源。因为只有“既要建设又要人民，

这样的建设才是可靠的。”[51135陈云“一要吃饭，

二要建设”的主张，首先认为，“要使十亿人民有

饭吃”【2J强，“应该是在照顾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民

生条件下来搞建设。在物资的分配上，首先应该

照顾到必需的民生的生产，保证必需的民生，有余

再搞建设。”C5]134-135陈云认为，建设不能搞得太

多，进行建设不能以牺牲人民现有的生活水平为

代价，这就把人民生活放在第一位，同时表明了进

行建设的最高原则界限：即在保证必需的民生基

础上。其次，“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以此作

为经济工作大方针的另一方面旧J306。“吃饭”和

“建设”之间是一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就国民

收入的分配而言，“吃饭”和“建设”是既相辅相

成，又此消彼长的关系。如何处理这对矛盾关系，

陈云认为：“人民的生活需要改善，可以改善，但

改善的幅度要很好研究。还是那句话：从全局看，

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

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生产建设，国家才有希

望。只要把握住这一条就好。”【2J309因此，饭不能

吃得太差，但也不能吃得太好。吃得太好，就没有

力量进行建设了。在关注吃饭问题的同时要大力

发展生产，这里就包含着一个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的原则界限：以不妨碍建设为前提。

陈云“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主张，针对我

国国民经济基础薄弱的状况，从战略全局的高度

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

揭示了社会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把民生和建设

的关系作了合理的安排，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

的目的。既保证了基本建设的发展，又满足了人

民生活之需；既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局部

利益，又重视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实

现了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有机结

合。“吃饭”也好，“建设”也好，归根到底都是为

了维护群众的利益。

(三)从解决途径看，农业和粮食问题是解决

民生问题的首选路径

陈云认为，农业问题、粮食问题就是民生问

题，因为它们是直接关系老百姓吃饭穿衣的大问

题。“老百姓都有了吃的穿的，可以说大的问题

解决了。”【ljl72为此，陈云同志高瞻远瞩，把发展农

业生产和解决粮食问题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首选

路径。

1．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无农不稳

陈云非常重视农业发展，多次强调要把农业

和农村发展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因为农业问题是

“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

题，是民生问题。”[2】埘他认为，在国民经济这盘棋

中，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而是

一枚重要的棋子。他指出：“农村的情况好了，整

个国家的经济情况也在好转。”【2J160农业的基础作

用首先表现在它为工业和其他生产部门提供建设

资金和基本的原材料，是它们得以存在和发展的

必要条件。马克思指出：“一切资本的发展，按自

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

的基础上。”№J哪新中国成立伊始。在国民经济的

恢复中，陈云认为应该优先恢复农业，“农业发展

不起来，工业就很难发展。”【3 J1431961年5月，在

中央工作会议上，针对干部群众中普遍存在的重

工轻农的倾向，他深刻地指出：“农村能有多少剩

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城市的规模才能

搞多大。”【2 J163文革结束后，人们以满腔热情投入

现代化建设之时，陈云再次明确地提醒大家：“搞

四个现代化，农业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农业不过

关，工业就跑不快。”【7脚“所以，工业不能挤农

业。城市不能挤农村，而要让农业，让农村。蚍副M

农业和农村的基础作用还表现在它作为工业

品巨大的消费市场，为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提供了

广阔的空间。农业和农村，对工业和城市的推动

作用如何实现?如何使城乡间有限的物资实现最

优化的配置?陈云主张通过“城乡交流”的方式

来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而农民的农产品能

够卖出去，其作用还不仅仅局限于此，他指出“农

副土产品卖出去了，就增加了农民的购买力，促进

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减少或消灭城市的失业现象，

城市购买力也跟着提高。工商业繁荣，又增加了

国家的税收，减少了财政上的困难，物价更趋稳

定。”【3】118通过农产品的购销既增加了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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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农民购买力，刺激了农村这个广阔的消费

市场；又促进了工业品的销售和工商业的繁荣，缓

解了城市就业压力，稳定了市场物价，增加了国家

财政收入，使国民经济走上良性运行的轨道。

2．粮食是基础中的基础。无粮则乱

陈云的重农思想首先表现在对粮食重要性的

认识上。他说：“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粮

食稳住了，其他都能稳住。”【7】210粮食不仅是维持

生存的第一需要，也是稳定市场、保证整个国家建

设的重要物资，因而“粮食工作极为重要，它决不

仅仅是一项单纯的经济工作，而且也是一项重要

的政治工作。”【2J73他曾经风趣地讲道：“人是要吃

饭的，不能天天靠吃马列主义过活，一天不吃饭，

肚子就饿得哇哇叫。”忙J33

首先，“粮食问题是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的

中心问题”。1955年2月，在全国财经会议上，针

对粮食工作的重要性，陈云强调指出：“粮食问题

已成为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的中心问题，粮食是

农民的命根子，粮食紧张了，各种工作就一定紧

张，同农民的关系也就必然紧张。”【8
J587

1957年9

月，在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上，他作了《重视粮食工

作》的重要讲话，全面分析了粮食的重要性，呼吁

全党都要重视粮食工作。他说：“粮食工作是一

项关系全国人民切身利益的重要工作。”【2J72。乃

因而，在他看来，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

“农村的一切工作，不论是生产、互助合作、党的

建设都要围绕粮食这一中心环节来进行。”狰J204

同时，“粮食是稳定市场、保证建设的最重要

的物资”【2J73。这一点，早在新中国成立之际，陈

云就有了深刻的体会。对那场人民政府同不法资

本家和投机商人进行的“米棉之战”的胜利，陈云

感受最深的就是：“有了粮食，控制上海物价就有

了相当把握了。”[31171957年夏，在《合理调整粮食

供销矛盾》的讲话中，陈云强调指出：“粮食毕竟

是一个重要的东西，是保证物价稳定绝不可少的

东西。物价稳定靠什么?头一个就是粮价稳定，
⋯⋯”【9 Jl啷在随后的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上，他反

复陈说利害，强调粮食的稳定，不仅关系到市场的

稳定，而且还影响整个国家建设。他告诫大家：

“现在没有任何物资比粮食更为重要的了。我们

讲市场是否稳定，主要的是指粮食局势和粮食价

格是否稳定。粮食的局势和价格如果不稳定，整

个市场物价就不可能稳定，国家建设就无法进

行。，，【2J731959年4月，陈云在《给中央财经小组各

同志的信》中再次指出：“我国粮食问题还没有过

关。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粮食现在

仍然是稳定市场最重要的物资，一定要做好这一

方面的工作。”【2 J125他告诫人们要深刻理饵粮食问

题的严峻性和重要性。改革开放后，针对农村一

窝蜂大搞乡镇企业，而忽视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

生产时，他以忧国忧民之情，将粮食问题提到了政

治的高度，指出：“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

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

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2 J瑚正是由于对粮食问

题的高度重视，我们才化解了一次次危机，渡过了

一道道难关。

(四)从社会角度看，基本的生存保障是社会

稳定的前提

1．减轻人民负担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一环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在中国各阶层

中。“向来是农民的负担最大、最重”。陈云曾动

情地说道：“现在要研究有什么利可让农民得，农

民有什么利益要我们去保护。”【3J324陈云所说的减

轻民负，主要就是减轻农民的负担。

首先，减少农业税。1950年6月，在全国政

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他提出“为了照顾农村目前

经济的情况，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适当地减轻

农业税。”[3110s“只向主要农产品征税，凡有碍发

展农业、农村副业和牲畜的杂税，概不征收。”[3j
s嘴

而且还提出，农业税应以通常产量为固定标准。

对于农民努力耕作而超过标准的部分不应加税。

对农村中的交易税，应确定恰当的起征点，很小数

量的交易则不应征税口”∞。在陈云轻税思想的指

导下，“一五”期间我国的农业税负担逐步减轻，

并且保持相对稳定。

其次，缩小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确定合理的

农产品价格。在一个农业大国进行工业化建设，

庞大的建设资金从哪里来?有的同志提出，通过

扩大工业品与农产品交换的“剪刀差”来筹集资

金，但这势必加重农民的负担，影响到农民的利

益。对此，陈云坚决反对。他指出，在旧中国，

一丰收成灾’、‘谷贱伤农’，是中国农民历来的痛

苦。新中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应该保护农民的

利益不受害。”[8脚建国前夕，陈云已经从政权建

设高度认识到价格政策的重要性。“讨论价格政

策，最重要的是工农业产品比价。工农业比价实

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同农民的关系问

题。州3”7_18“剪刀差”现象作为工农业产品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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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价交换，陈云认为这实际上是对农民的一种

掠夺。“剪刀差”不仅不应扩大，相反还应缩小。

“至于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是我们

的目标，共产党的政权必须这样做，不能忘

记。”【3J194通过缩小“剪刀差”，有效地保护了农民

利益，增加了农民收入。陈云还指出，在农副产品

的收购上，国家要确定合理的价格，因为“农产品

的收购价格一是指挥农业生产的一个工
具。——对农民来说，收购价格应该是合理的、适

当的。不要使农民感到又要计划收购，又是杀

价。”【8M为了保证在农产品丰收以后，不因价格

波动而使农民利益受损，进而挫伤农民生产的积

极性，他强调指出：“如果因为一时供过于求而各

个收购单位企图压价，供销合作社应该以正常价

格照常收购，使农民不受压价的损失。”L2归

最后，多留少取，于民休养生息。上世纪六十

年代初，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影响，

再加上连续的自然灾害，农业大面积减产，农民负

担再次加重，生活极度贫困。在粮食等农产品收

购问题上，陈云坚持认为，松一点比紧一点好。

“宁可少购一些，给农民多留一些”[21155，“收购农

产品，手不要太狠，要注意改善农民生活，调动农

民生产积极性。”[2]156在主要农产品粮食的收购

上，不能加重农民负担，再向农民收购，那就要进

口一些粮食。“进来粮食，就可以向农民少拿粮

食，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提高农民的积极

性。”[21157中央采纳了陈云的建议，决定从1961年

进口粮食。“文革”结束后，面对国民经济严重衰

退的状况，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

1978年，陈云再次建议进口粮食。对农民负担的

减轻，满足了农民群众基本的生存需求，也稳住了

农民这一大头。

2．实施灾荒救济，保障基本民生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还顾不上医治

战争创伤，天灾又接踵而至，尤其是水灾最为严

重。长期的战争破坏，使水利设施大部被毁，大大

减弱了抗灾能力。上千万公顷农田受灾，成千上

万的灾民流离失所。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严重

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也影响着新生

政权的稳固。在长期领导经济建设的实践中，陈

云同志始终把灾荒的防治与救济作为民生关怀的

首要环节，主张通过政府救济和组织人民生产自

救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种灾害带来的损失。

首先，政府救济。在陈云的救灾措施中，首要

的最紧迫的就是保证最重要的救灾物资——粮食

的供应。为此，在陈云的直接领导下，实施了跨地

区的全国性粮食大调运。他认为：“只要统一调

度而又谨慎从事，则全国主要地区的粮食市场，是

可以稳定的。”【3 J159粮食大调运运费成本很大，几

乎和粮价持平，但运费不少都被灾民和农村的剩

余劳动力取得了，这同时实现了“一面运粮，一面

救灾”。只有通过这样的调度和部署，“才能供应

全国的粮食需要”，而且，“对全国有必要，对余粮

区的农民也有利。”[3]sl然而，有的地方领导从局

部利益出发，阻止粮食外运。陈云严厉指出：“现

在，若湖南粮食不调出，江西粮食不调出，灾区就

可能出乱子。”在这个非常时期，为了维护人民利

益，他主张采取非常手段：“谁阻止粮食外运，就

砍谁的头。”[41672由于陈云同志的高度重视和严密

的组织部署，灾区的粮食救济取得了显著成效。

据统计：“一九五。年用于救济灾民的粮食共计

十五亿三千二百六十四万斤”【4J672。“国家以如

此大量的粮食供应城市，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

一次。”[3J82同时，陈云同志未雨绸缪，居安思危，

他说：“我常常想，我们在粮食方面要做一点保险

工作。”他主张在丰年的时候，“为了应付水旱灾

害，要注意储备粮食”[3j141，以保障老百姓有稳定

的生活。

其次，生产自救。除了政府救济外，陈云还鼓

励灾民积极开展生产自救。他说：“我们救济灾

民，重点是组织灾民生产自救。政府的救济粮食

是用在协助灾民进行各种生产上面，而不是只管

发放不管生产的单纯救济办法。””j82他要求各地

要结合当地实际，“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充分利

用现有资源，引导灾民不要盲目外出逃荒，而要开

展多种形式的副业生产，积极实施生产自救。除

了治标的应急救济之外，陈云认为，应把大力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治本之策，把水利设施建设和

铁路交通运输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常抓不懈。

二、陈云民生思想的现实启示

陈云民生思想既立足现实国情，又与时俱进

提出了一系列发展中的民生新课题。作为其经济

思想体系的核心，陈云民生思想是在长期的革命、

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又在实践中接受

着检验，并不断发展，因而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

陈云民生思想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丰富了毛泽

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它给我们多方面的引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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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首先，执政党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求作

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维护

人民利益，不断改善民生始终放在首位。上海解

放初期，陈云曾指出：“现在是我们管理国家，人

民有无饭吃就成了我们的责任。”[3]z5因而，党领

导下的人民政府必须转变职能，建设“服务政

府”。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安排要以有利于

民生为根本原则。其次，民生问题的有效解决是

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基本前提。1978年，在中央工

作会议上，针对七亿多农民的吃饭问题，他充满了

忧患意识，认为天下大定首先要把七亿农民稳定

下来。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建国快三十年

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

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

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

饭。”拉硒今天，党提出了和谐社会建设的奋斗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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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analysis of Chen Yun’S Thought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its Real In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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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mrade Chen Yun，one of the leaders in the Party who paid a lot of attention to the people’8 livelihood，formed rich

thoughts of the People’8 livelihood in his seventy years of work in practice．This article，mairdy from four aspects(poetics，e-

Conomy，and the social l如and the path to practice)，tries to unearth，sort out and summarize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Chen

Yun’6 Thought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and hopes tO provide in a dig．to s啪up，and to build a harmomo鹏society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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