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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把握列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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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列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真谛：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 

在创建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历史进程中，列宁以

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为指导，从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活动的具体历史环境出发，批驳了党内外

在组织原则问题上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观点，极富创造性地为俄国及世界各国先进的无产阶级制订了

集中体现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规律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 

列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本内容是：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服从党的决议；党内所有负责

人都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在党内生活上少数服从多数，部分服从整体，下级服从上级；

党内实行讨论自由和行动一致的纪律；党的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有最后决定权；发扬党内民

主，加强党内监督；等等。 

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列宁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有过“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和“民主

制”等不同表述，但是，强调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却是列宁一以贯之的思

想。比如，建党初期列宁就提出，党要切实加以实现的“组织倾向”，是“要实行彻底的集中制和坚

决扩大党组织内的民主制”。后来他又说：“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一向维护党内民主。但是我们从未

反对过党的集中。我们主张民主集中制。” 

列宁提出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最初和以后列宁捍卫民主集中制的整个过程，曾经流行各种歪曲和攻

击列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观点。这些歪曲和攻击的错误就在于把民主集中制的“集中”等同于“形式

的机械的集中”，即“党内的官僚集中掌握‘权力’，来统治党内其他成员或党外无产阶级群众。”

针对这种误解，列宁旗帜鲜明地强调：“我们主张民主集中制。但是必须认清，民主集中制一方面同

官僚主义集中制，另一方面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是多么大。” 

列宁主义意义上的“集中”指的是什么呢？1921年6月共产国际三大通过的体现列宁主义组织原

则精神的《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的提纲提供了这一问题的答案，即“共产党内

的集中并不意味着形式的机械的集中，而意味着共产主义活动的集中，即组成既具有强大战斗力，同

时又是机智灵活的领导。”很难设想，这种离不开民主的集中会是“民主”的反对者。对其他歪曲和

攻击民主集中制的观点，列宁也都一一进行了批驳。 



 

如果说，批驳各种歪曲观点和攻击言论，是列宁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真谛的理论上的捍卫或一种意

义上的阐释，那么，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建党活动中模范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则无疑可以说是列宁

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真谛的实践上的捍卫或另一种意义上的阐释。 

列宁在建党的全部实践活动中模范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以下这些事实完全可以佐证：党的

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委员会不顾险象环生的政治形势，依然照常召开；党的领导核心——党的

中央委员会在决定问题时，每个委员都有平等发表意见的权利，经过充分讨论最后投票决定，按多数

票通过，每个委员都只有一票表决权；在党内，没有集权于一身的领域，也没有对领袖和各级领导人

的盲从和迷信，党员都充分享有党章规定的权利，可以在适当的场合提出自己的动议、议案，发表自

己的意见和主张，可以按纲领选举党代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是必须经过选举产生的，是必

须向党员做工作报告的，是可以撤换的；党的会议上，既可以作与主报告观点不同的副报告，以表达

不同的意见、主张，也没有奉迎、吹拍，开展批评就像人类需要空气那样自然；党的地方委员会、委

员会联盟、组织或团体负责处理专门同该地、该区、该民族运动有关的，或者同专门交托给该团体的

某项职能有关的事务，一句话，党的地方组织领导整个地方运动和党的全部地方工作，等等。 

可见，说列宁只强调集中制和党的纪律，忽视民主制，是多么的片面。列宁在建党的全部实践活

动中始终认为，实现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就是“要进行顽强不懈的努力，使基层组织真正成为而不是

在口头上成为党的基本组织细胞，使所有的高级机关都成为真正选举产生的、要汇报工作的、可以撤

换的机关。要进行顽强不懈的努力来建立一个包括全体觉悟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人、独立进行政治活

动的组织。应该实现……所有党组织的自治权。” 

二、正确理解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 

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这是表明深刻理解事物的一个基本常识。仅仅知道列宁民主集中制原则

的真谛是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知道为什么和怎样实行民主与集中的

辩证统一。 

民主与集中为什么要辩证统一呢？实行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对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这

不是某种纯粹主观愿望的表达，也不是随意从外界强行搬到党内来的东西，而是党的阶级本质的自我

表明和党的任务的不断完成的必然的和固有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政党，首先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这样的政党必须为实现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

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目标而斗争。这样的政党必须是“尽量有组织

的”。因为只有这样的党，才善于在各种条件下，团结起无产阶级的队伍，领导它进行斗争，并把自

觉性和纪律性的精神带到群众中去，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先进战士和作战司令部的作用。 

要建设“尽量有组织的”的无产阶级政党，它的组织原则本身必须既要是民主的，“组织本身是

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

的道路……”，又要是集中的，“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拧成一股绳，并使这些

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 

 



可见，确立民主集中制为建设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是由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

阶级斗争的规律所决定的。这一组织原则的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把严格的集中和党内的广泛的民主

结合在一起，把铁的纪律和发挥党员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结合在一起，把共产党员对各种问题进行讨

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坚决地执行党通过的决议的义务结合在一起，把党的领导的独立性和保证避免

党在制订和实施政策过程中的片面性与错误的委员制结合在一起。因而，这一组织原则，为使党发展

成为一个群众性的、自觉的和创造性的、同时也是战斗的、有纪律的和团结一致的组织，创造了一切

条件。这一原则如果动摇，无产阶级政党就会不仅丧失使它成为自愿的、主动的、民主的、同时也是

紧密团结的、战斗的、纪律严明的和集中的组织基础，而且会丧失马克思主义政党固有的不仅相对于

资产阶级政党也相对于一般的无产阶级政党以及广大群众的先进性。 

民主与集中如何辩证统一呢？这首先涉及到如何理解“辩证法”。列宁教导我们，辩证法的基本

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因而，具体的真理的运用，要研究具体的情况。因此，

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不能不分析不同时期的具体的情况。无视不同时期的不同具体情况，强行搞 

“民主”与“集中”的所谓形式主义的 “平衡”和机械主义的“统一”，必定不能做到反而只会损

害二者的“辩证”统一。只有严格以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为依据，有所侧重，就是说，在该多强调集

中的时候多强调一些集中，在该多强调民主的时候多强调一些民主，这才能真正实现民主与集中的辩

证统一。否则，在特定时期党内民主难以实行的特定情况下，硬要形式主义地机械地推行什么党内民

主，那就不仅是愚蠢的，而且必定会损害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相反也一样。 

在实现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的问题上，坚持严格以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为依据，有所侧重，虽

然这似乎矛盾，但这是生活矛盾的反映，党内生活矛盾的反映。不反映生活矛盾的抽象真理是没有

的。 

不过，我们也反对借口有所侧重而失之偏颇的做法。这种做法，就是制造“民主”与“集中”的

对立，以“民主”来取消“集中”，搞极端民主化或无政府主义，导致派别活动或地方主义、分散主

义盛行，或者以“集中”来取消“民主”，搞专制、极权，导致个人专断或官僚主义。 

其次，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还涉及到统一的基础问题。有必要指出，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尽

管具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规律的客观性，但它也和任何其他原则一样，归根到底属于思想问题或者说

思想范畴的东西。既然是属于思想范畴内的东西，民主集中制原则就必定有它的思想基础，换言之，

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必定要以思想统一为基础，为前提。否则，这种统一便没有意义。正如列宁

指出的：“没有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统一是没有意义的；这种组织上的统一我们从来没有寻求

过，而且也不可能去寻求。” 

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无产阶级政党，只能把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奠定在它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威信”变成

“权力威信”，才会有“组织的行动的一致”，才会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正如列宁指出的，无产阶级

及其政党“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



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 

事物相辅相成的道理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一致也为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提供有

力的保证。歪曲和攻击民主集中制原则，割裂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宣布民主集中制过时，主

张取消民主集中制等等论调背后一一暴露出来的背离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企图，从反面意义上也证明

了这一点。因此，与时俱进地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建设，始终筑牢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马克思主

义的思想基础，对于实现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摘自《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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