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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良：推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要消除几种思想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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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上缺乏民主传统、民众缺少民主训练是事实，但不能用老观念去看今日的中

国，不能低估今天中国加快民主政治建设的条件。值得关注的是在新社会条件下广大党员和

民众民主意识、民主要求的提高。民主无非是保护最广大民众利益的政治制度。它自然是一

个长期的建设过程；但当前正面临加快这个建设的客观形势和良好时机 

  有学者认为，我们对党内民主建设的认知达到了相当完备的水平。我很赞同这一判断。但实

际上仍然有一些认识需要澄清，一些思想障碍需要逐步消除。 

  其一，关于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关系。党的重要文献历来提法是前者带动后者，这是对

的。但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新社会阶层的出现和中国互联网化的迅猛发展，已出现前者滞后于后

者，后者在推动前者的客观现象。故二者关系实际是互相影响，难以分割的。这实际也是一个

“党群关系”问题。要建立“官民”良性互动，就必须切实加强党内民主建设。以为人民民主

“过于超前”就会“构成对执政党执政地位的挑战”，从理论到实际都不好说通。 

  其二，关于中国推行民主的条件。中国历史上缺乏民主传统、民众缺少民主训练是事实，但

不能用老观念去看待今日的中国，不能低估今天中国加快民主政治建设的条件。这里不来阐述今

天世界的民主化潮流，信息化的迅速发展、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互联

网化的快速推进；不来细说3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已经确立起来的新的起点。

值得关注的是在这种新的社会条件下广大党员和民众民主意识、民主要求的提高。民主无非是保

护最广大民众利益的政治制度。它自然是一个长期的建设过程；但当前正面临加快这个建设的客

观形势和良好时机。 

  其三，关于推进民主与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我党已提出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

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并在形成和实行这个“三结合”的体制和机制，这是对列宁90多年前提出

的“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的理论和体制的历史性突破。“结合”不是简单地半斤加八两。结合

的基础是什么？是人民当家做主。人大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最重要机构，是国家权力机关，也是实

行这种“结合”的最重要机构。保证党领导的正确性，最重要、最关键环节正是通过人大“问政

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在此基础上，把党的主张变成法律——国家意志。在这个过程

中，人大不是简单的“表决机器”。全党代表大会通过十七大报告说，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是坚持

正确政治方向的“根本”，“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离开这一重要

原则，是断然没有党的先进性和正确性的。 



  其四，关于发展民主维护稳定。我们所需要的民主，不是大哄大嗡，不是“街头政治”，不

是“文革”中的“大民主”；而是制度化、法律化的民主，是党领导下的有序的、可控的民主。

只有发展这种民主，才能妥善地解决当前社会矛盾和冲突；才能合理整合和协调社会各阶层和群

体的利益关系，才有经济的持续发展、民生的不断改善和社会的进步，从而才有中国社会真正的

稳定与和谐。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些不稳定因素和表现，不正是由于没有切实保障党员和民众的民

主权利而导致腐败蔓延、诱发群体性事件以及相关的重大事故吗？把民主与稳定对立起来是不合

乎社会实际的。（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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