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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政治发展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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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政治发展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延续过程,以1978年底的改革开

放为界,前后经历了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比较这两个阶段的政治生活,可以清楚地看到新中国

政治变迁的趋势,即从革命到改革,从斗争到和谐,从专政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从集权到分权,

从国家到社会。作者分析了新中国60年政治变迁的内在逻辑,总结了60年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

并对中国的政治模式和未来中国的政治改革作了简要的评论。 

  [关键词]新中国、政治发展、政治改革、政治模式 

  胡锦涛主席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大会上指出,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有三次伟大的革命,

第一次是孙中山等人领导的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革命,第三次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改革开放。①从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来看,这一历

史判断非常正确。这三次革命是中国现当代最深刻的社会政治变革。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

革命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王权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的代议民主体制。毛泽东领导的新民

主主义革命结束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的状态,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体制。邓

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虽然没有像前两次革命那样更改国体,但就其社会政治变革所带来的后果

来看,它对中国历史进程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并不亚于前两次革命。本文试图从政治发展的角度

观察改革开放前后30年的政治变迁进程,分析产生这些政治变迁的内在动因,并对未来中国的政

治发展做一简要的评论。 

  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含义是,人民是国

家的主人,国家权力最终来源于人民,国家领导人由人民通过自由而公正的选举产生,并接受人

民的监督。就其本来的意义而言,人民共和国是最彻底的民主体制,它为人民民主的发展创造了

无限广阔的空间。我们说,改革开放前后30年是两个极其不同的政治发展阶段,它们之间既是一

脉相承的延续,又是革命性的变革。这样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改革开放并没有动摇人民共和

国的制度框架,没有改变政权的性质,但社会政治生活的内容却发生了实质性变迁。比较改革开

放前后30年两个阶段的中国政治生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下这样一些明显的发展趋势:从革

命到改革,从斗争到和谐,从专政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从集权到分权,从国家到社会。 

  一、从革命到改革 

  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基本手段,是中国共产党人夺取

政权的法宝。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胜利归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革命的基本意义就是开展武装斗争,以暴力手段推

翻旧的统治秩序,对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恩格斯说:“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

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②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把马克思主

义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一个基本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彻底的革命理论。对于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来说,革命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③。一切反动

阶级都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建立新社会。“暴力是每个孕育着一

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④“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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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

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⑤历史上的一切革

命,不过是一个统治阶级代替另一个统治阶级,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只有代表先

进生产力的工业无产阶级的革命,其最终目的是要消灭一切阶级以及产生阶级的私有制,最终实

现没有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遵循着马克

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广泛发动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群众,开展坚决

的武装斗争,最终夺取了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的诞生,也是马克思主义

革命理论的胜利。 

  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新生的人民政权来说,是极其神圣的。革命是新中国前30年最耀

眼的政治术语、最高的政治价值和最大的政治权威。一切好的事、好的人、好的政策,都被冠

以“革命”的名义;只要是出于“革命”的需要,无论做什么都是合法的。革命不仅是党夺取政

权的法宝,也是其巩固新生政权的法宝;不仅是其政权合法性的根本源泉,也是其全部行为的合

法性源泉。于是,革命成为新中国评判是非的根本政治标准。一切党和政府所认可的思想、言

论、行为、制度、政策、方针,便是“革命的”;反之,凡是党和政府所反对的或不认可的,便是

“反革命的”或“不革命的”。 

  按照新中国的政治逻辑,对于反革命,必须实行坚决镇压。1949年9月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

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出:“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

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

首要分子。”⑥据此,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

“镇压反革命”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大规模政治运动,这一运动直至1953年上半年才

结束,共关押“反革命分子”129万人,管制123万人,处决71万人。⑦不仅如此,毛泽东等领导人

还要通过“不断革命”和“继续革命”来改造社会的一切,包括人们的思想和文化,直至实现共

产主义。毛泽东说:“我主张不断革命论……革命就是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

命要不断前进。”⑧按照这种“继续革命”的思路,毛泽东接连发起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从

反右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

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

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⑨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人民革命,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它不仅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而且建

立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人民民主

专政为核心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历史的进步。首先,它极

大地释放了社会生产力,经济在短期内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到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810亿

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三年中平均年递增率为21·1%。

从1950年到1980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从574·8亿元上升到6619·0亿元,30年增长10倍多,年均

增长8·5%。○10在政治上,它使绝大多数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和工人翻身成为社会的主流阶

层,大大提升了劳动群众的社会政治地位,广大工人农民拥有了过去不曾拥有的民主权利。文化

上,国民识字率迅速提高,普通群众开始掌握文化知识。自由、平等、文明等新的价值开始成为

中国新文化的重要内容。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日益提高,自近代以来第一次真正摆脱了半殖民

的状态。 

  然而,革命的根本作用毕竟在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当革命者通过武装

革命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后,如果继续不断地进行政治革命,革命对于历史的进步作用就会逐渐减

弱,乃至产生极大的负面作用。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革命是一种政治行为,它对历史进步的促

进作用是通过打碎旧制度、解放社会生产力来实现的。但它本身并不是生产力,它可以促进经

济发展,但绝不能替代经济发展。此外,革命是历史进程的非常态,它不受任何法制的束缚。无

产阶级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建立民主,但民主与法治是密不可分的,没有法治,就不可能有民主。

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与民主很难兼容。新中国30年不断革命的实践无情地证明了上述的革命

逻辑。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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