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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键词：

  以民主促民生为主题，具有战略高度。一个地方政府能够提出这样具有战略意义的命题，而且已经在一系

列制度里面得到了体现，在实践中取得了成效，无论对于研究中国民主政治的学者，还是对于推进中国民主政

治实践的决策者，都不得不重视。党的十六大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十七大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

命，把民主提高到生命的高度，还有什么比民主更重要？还有什么样的言语能够比这个生命更加应该引起重

视？杭州作为一个地方政府，能够从这样的高度把民主民生放在一起作为整体考虑，作为发展战略极有意义。

下面，我谈几点看法： 

  一、民主与民生不可分离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常识。 

  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两点：第一，从国家层面上来讲，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是一种上层建筑，上层建

筑是基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它总是与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本质上要实现人民

民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第二，从日常生活来讲，人们首先要解决衣食住行的基本物质需要，物质要求得到满足以后，要追求精神

的和政治的需求，必然产生政治参与的需要。所以，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讲，最大限度的维护和保护人民的民

主权力，满足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正是我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民生是人民

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一句话——人民幸福。 

  人民的幸福既要民生，也要民主。 

  二、民主民生相互促进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成果，科学发展观

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是以人为本，充分尊重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的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权益

和政治权益，要求我们不断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更好的政治和经济条件；科学发展观是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相互之间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多次说过，树立和落实科学

发展观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

文明的协调发展。 

  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没有政治发展、文化发展不断推

进，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不仅经济发展难以持续，最终经济发展也难以搞上去。他还说过，落实和树立科学发

展观，不仅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以说，杭州市“民主民生战

略”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经济建设和物质文明集中体现了改善民生，而政治发展、政治建设和政治文明

则集中体现了民主，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说，改善民生和推进民主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地方科学发展水平

的重要尺度。 

  三、民主民生相互促进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需要。 

  到2020 年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举国上下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小康社会有一系列具体指标，包

括经济发展的总量，人均收入，生活环境，社会保障，健康水平，交通通信，生态环境等等，但也包括精神层

面，社会公平正义，政府公共服务与政治法律环境，所以小康社会的内涵非常丰富，有些是可以用非常精确的

数字来衡量，有一些很难。中央编译局在翻译小康社会的时候遇到难题，我们原来小康社会的权威翻译well-

offsociety，外国人看了以后说，物质上的生活水平很高，但小康社会除了物质生活水平高以外，还有政治参

与、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这个英文的翻译里没有，而且welloffsociety，这个小康物质水平非常高，你们到



2020 年能有这么高吗？后来我们发现这些意见是对的，因为英文里面没有一个这样完全对应的概念。如果要对

小康社会丰富内涵做简要语言的概括，我认为那就是民生和民主，就是这四个字，两个方面，最简要的。建设

和谐社会也是我们党和国家长远目标，按照胡锦涛同志阐述，和谐社会六个要素：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

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睦相处。这六个要素，每一个都事关民生和民主，我们完全可以说，

无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是建设和谐社会，最终都是为了解决人民群众的民主和民生问题，是为了改善民

生、推进民主，或者反过来说民主与民生的相互促进是通向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 

  四、关于杭州民主民生特点的认识。 

  近年来，杭州市委、市政府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出了以民主促民生，以民生促发展的发展理念，并且

根据这一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新理念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进行了许多重大制度创新，这些发展理念和制度

创新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 

  第一，把民主与民生当做一个有机整体来看待，努力做到民主民生相互促进。这是一种先进的发展理念，

它把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把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政治与经济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

全面进步，具体体现在民主民生相互促进的实践中。民主促民生也符合经济和政治发展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

的整体发展观，因此也是这次四中全会中央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三化，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一种尝试。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当然首先是老百姓听得懂、看得懂的，最重要还是要让老百姓得到利益，你的目标围绕老百

姓，你的目的是改善老百姓民生、增进他的民主。杭州从一系列制度来看非常贴近老百姓，直接面对老百姓的

生活，所以我认为也可以说是一种时代化、大众化的尝试。 

  第二，用制度保证民主促民生发展理念。如果一种好的发展理念没有相应的制度保证，就不会有实际效

果，就是一种空谈，甚至成为空洞的说教。这些年来，地方政府做了大量改革，有些改革我们学术界非常痛

心，很好的改革怎么不持续下去，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制度化，杭州市委、市政府近年来推出和谐创业、社

会复合主体、开放式决策、社会和事佬调节机制、市民之家等制度设计，都是民主与民生相互促进的政策性举

措。 

  第三，重在取得实际效果。评价一项政府政策的好坏，关键是否增进人民群众实际利益，是否为人民群众

所满意。围绕以民主促民生的发展思路，杭州市委、市政府不仅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而且紧紧抓住相关政

策措施的贯彻落实。 

  根据我们调研组了解，杭州市一些与民主民生有关的主要政策实际效果都十分明显，许多政策出台杭州市

民是满意的，是使人民得到实惠的政策。 

  第四，始终围绕提升杭州市民生活品质这一核心价值，无论是发展民主还是改善民生，归根结底是使人民

群众生活更加幸福。在实施民主促民生发展战略当中，杭州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以群众要求为第一信号，以群

众利益为第一追求，以群众满意为第一标准的要求，把最终落脚点放在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上，努力使民主也

成为市民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对生活品质的一种提升，使生活品质的内涵得到进一步提升。 

  第五，想方设法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民主和民生的主体始终是广大市民，没有市民的积极参与，

最好的理念和制度也不免黯然失色。我们看到，在杭州市实现民主促民生出台的众多政策当中，许多政策性举

措目的在扩大市民的有序参与。随着公共参与平台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市民参与到政府决策过程当中来，对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