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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政治的发展，总是同一定的社会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当代中国，我们所要建设的民
主政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定不移地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重要组成部分，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我国的民主法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有的人认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不是民主，只有西方的民主才是民主。这是完全错误的。我国宪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通过法律确认和保护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权利；我们用民主集

中制的方式来体现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们坚持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来贯彻民主的程序化原则。这

些规定，符合人类民主的一般原则，体现了人类民主的共性。然而，任何民主的共性都是通过其个性

来体现的。民主政治作为一种上层建筑，从来都是历史的、具体的。民主政治的这些属性，决定了世

界上没有抽象的民主政治，它总是同一定的社会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近代以来的历史说明，西方

各个国家由于历史传统不同，民主的实现形式也不相同，这是各个国家的不同政治历史传统使然。  

  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第一，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人民

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看成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优势，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的根本原则。在中国，发展民主政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如果

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政治核心整合各种政治资源，我们的社会就难以稳定，民主就无从谈起。在中

国，这个政治核心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充分

行使民主权利，有效地管理国家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但是，共产党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

作主并不等于代替人民。所以，我们党强调为了更好地发展民主，共产党的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领

导方法必须从新的历史实际出发进行改革，以适应新的形势。而共产党的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领导

方法的改革，又必须用制度和法律加以确认和规范，才能真正做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实行政治领

导。因此，实现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之间的有机结合，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化和法律化的重要途径。  

  第二，坚持民主的社会主义性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和整个社会最终走向共同

富裕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全体劳动人民既是社会的主人，又是政治生活的主人。人民民主专政，

就是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维护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利益和意愿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它既是

社会主义民主的前提，又是人民民主的保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

国体。作为我国政体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在中国国情的

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从中国国情出发发

展民主，就必须坚持这些基本政治制度，而绝不能简单照抄照搬西方的政体模式。  

  第三，走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发展目标模式和实现道路。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国度里发展民主，必须从实际出发确定目标模式和实现道路。在当代中

国，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不可避免地制约着社会成员的受教育程度、民主素质，以及民

主运行机制的完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只能从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制定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目标模式，从实际出发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开拓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道路。从国

情出发，不盲目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不等于不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优秀成果。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正确地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科学成果，将有益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党的十六大指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

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

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我国

的民主制度主要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推进和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关键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在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建设上，要提高选举质量，进一步维护人民的选举权利。要进一步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委会的自身建设，真正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职能，要进一步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宪法

和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规范违宪审查制度。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建设上，要在

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广泛吸收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政议政的渠道，积极吸收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与

对国家重大事项的决策，进一步加强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政治生活中的监督作用。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党的十六大指出，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

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要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公开办事制度，保证人民群众

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我们应当在实践中积

极探索发展基层民主的形式、内容，从制度、规范、程序等层面保证基层民主健康顺利发展。与此同

时，要进一步扩大和完善党内民主。一要与时俱进地理解民主集中制。在具体实践中，由于对民主集

中制缺乏正确的理解，一些部门和单位往往强调集中过多，而重视民主不够，应把“民主”和“集中”放

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二是实现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在加强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建

设的同时，要积极探索、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以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

政的水平，从制度和体制上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为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作用提供条件。(执笔：李良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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