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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艺军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民主价值观为指导，立足于中
批判地吸收、借鉴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基础上，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
的理论宝库，体现了我党民主思想的中国特色。 

  一、探索与尝试——人民民主思想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历史给予我们
主。”[1]（P274）1939年，毛泽东提出了“人民民主”概念，认为现
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2]（P563）1940年，毛泽东进
度，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叫做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国体——各革命
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2]（P677

  1945年7月，毛泽东在与民主党派人士黄炎培谈话中强调，人民民主是
而亡这一历史周期率的根本出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
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在人民
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
学角度来看，毛泽东的人民民主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 

  （一）人民群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直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

  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
应当享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力，
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如果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
证。“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这
承。为了达到人民民主的目的，毛泽东领导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政治
政治制度；同时，也领导制定了我国的第一部宪法，从法律上确认了人民

  （二）正确处理民主和自由的关系，实行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指出，在民主集中制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但是，
说，民主是对集中而言的，自由是对纪律而言的。“在人民内部，不可以
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
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
主和自由的关系。 

  （三）人民内部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 

  在毛泽东看来，发扬民主就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真正平等的关系。因此，他
森严”的封建残余思想，反对干部中间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反对干群之
出只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平等，人们才敢讲话，才敢讲真话，民主集中制才能
种民主的政治局面。 

  人民民主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对社会主义民主价值思想的进一步升华。这些思想对于今天的民主思想及其
辉。但是，毛泽东在民主的定位上过于强调方法和手段性，在民主的
系，使得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出现了种种失误。民主思想中存在的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得到进一步完善。 

  二、反思与建构——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
法制遭受严重破坏的实际，把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化，保证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稳定与发展。 

  （一）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 



  邓小平强调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度认识民主，“没有民主就
代化。”[4]（P168）政治的高度民主化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的之一。建立社
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此，应加强社
主义民主，使人民群众切实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我国
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
避免很多牵扯。”[5]（P220）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人民代表大
主义国家性质，是能够保障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最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有中
治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
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4]（P205）长期以来
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合作方针，推进了我国民主政治的
个方面包括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能够接受各个方面的批评监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扬民主的重要形式。党的十一
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
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
见和建议，很好地发挥了参政议政的作用，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促

  （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邓小平十分强调和重视法制建设，他指出：“要继续发展社会主
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许有任何动摇。我们的民主制度
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4]（P359）经济
全。社会主义法制是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所建立起来
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为确保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邓小平强调指出：
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
改变而改变。”[4]（P146）三十年改革开放，我们党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及
范，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
了制度保障。 

  （三）民主与法律双管齐下，妥善处理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各种

  民主和法制建设，归根到底要落实到各项法律和制度之上。“我
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
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4]（P333
些行政管理部门甚至出现了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要解决这些问题，妥善
关系，既要靠民主，也要靠法制。为此，邓小平提出了坚持民主与法制
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两方面是统一的。”[4]（P276）同时，
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否则，只能助长动
主和法制。”[4]（P257）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国家的民主和法制不断
逐渐走向制度化轨道。 

  邓小平关于民主与法律双管齐下的思想，是对毛泽东关于正确处
主思想认识的飞跃和升华，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思想科学化和现实化的具体体
的战略意义。 

  三、继承与发展——依法治国思想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吸收和借鉴中外民主思想的基
旗帜，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中，提出了依法治国
度建设思想。 

  （一）依法治国思想的提出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加
提出了“依法治国”思想。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对这一思想
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
民奋斗的成果和历史的选择，必须坚持和完善这个根本政治制度”。
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6]（P28）这是在党的文
到治国方略的高度，它标志着党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式发生了根本性
治国方略载入了宪法，使之作为一项宪法原则被确定下来。 

  （二）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
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
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
民主政治的实践表明，判断一个国家权力运行方式是人治还是法治，
于法，还是法大于权。邓小平认识到权大于法的人治弊端，提出了民主制度化、法制化的思想。江
这一思想的基础上，强调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
法律的特权。”[6]（P30-31）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
具有无上权威思想的具体体现。“依法治国”思想的提出，是对邓小平



系统化和理论化，是对法治思想的时代转换和运用，是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思想的
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彻底放弃人治、实施法治的权力运行方式的重大转变

  （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
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7]（P553）依法治国的要义是法律至上。
民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宪法和各项法律，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
序化。党又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严格依法办事，保证法律的
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依法治
径。政治文明建设依赖这三大支柱的支撑，它们内在的统一性决定着
至此，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实现机制和根本路径得到了进一步明确。

  四、丰富与完善——民主法治思想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我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吸收和借
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
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
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当前，民主法治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

  （一）民主制度建设是国家政治工作的重要战略任务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
指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依法
主监督，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
化、程序化，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这段论述表明，我党新一代
国家政治工作的重要战略任务，这是适应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措施。在党的十七大报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
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
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8]（P28）这是我们党总结执政
的规律性认识，是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 

  （二）加强基层民主建设，人民直接依法行使民主权利 

  基层民主是指我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阶层人士，在城
治组织中依法直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它是国家民主制度的具体化，是社
的十七大首次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范
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
（P28）发展基层直接民主，有利于提高全民的民主素养，为发展社会

  （三）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拓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