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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关于政体。 

  所谓政体，是指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 

  毛泽东提出：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他的答复是：“我们采用

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我看我们可以

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而应当“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

度”。（《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页） 

  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同新中国的根本性质相联系的。这个制度之所以能够成

为中国的适宜的政治制度，就是因为它能够便利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力，能够便利人民群众经常经过这

样的政治组织参加国家管理，从而得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人民就是要用这样

的政治制度，来保证国家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就是新中国

的政体。 

  （3）关于国家的结构形式。 

  所谓国家结构形式的问题，是指国家的结构是实行单一制还是复合制（联邦制，邦联制）的问

题。 

  长期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筹建新中国时，毛泽东、中共中央对国家结构

形式的问题进一步进行了探讨。1949年人民政协筹备期间，毛泽东曾就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问题，

征求过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的李维汉的意见。李维汉对这个问题作过深入的研究。

他认为，中国同苏联国情不同，不宜实行联邦制。理由是：（一）苏联少数民族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47%，与俄罗斯民族相差不远。我国少数民族只占全国总人口的6%，并且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状

态，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几个少数民族之间往往互相杂居或交错聚居。（二）苏联实行联邦制是

由当时的形势决定的。本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主张在统一的“单一制的”国家内实行

地方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只在例外情况下允许联邦制。俄国经过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许多民族实

际上已经分离成为不同的国家，不得不采取联邦制把按照苏维埃型式组成的各个国家联合起来，作为

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中国的情况不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统一的

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民族平等原则的实现。毛泽东同意这个意见。1949年9月7日，周恩来

向政协代表报告时指出：今天帝国主义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国



 

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 “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

自治的权力。”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就是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 

  （4）关于政党制度。 

  所谓政党制度问题，是指实行苏联式的一党制，还是西方式的两党制、多党制，或者是有中国特

点的新型政党制度的问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建立了合作和协商

共事的关系。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

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55人

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一致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成功和独立、自

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而奋斗。同年春，毛泽东指出，民主党派应“积极参政，共同建

设新中国”。随后，他们便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参加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参与新中国的创建工

作。 

  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格局就在政治实践中形成，从而为新中国的新型

政党制度__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就是新中国的政党制度。以上四个方面，构成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

政治制度。而其中的国体，即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具有

最根本的意义和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制度，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有着极大的

优越性。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务基本上得到了解决；这就为

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创造了政治前提。 

  进行经济建设，首先是要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实现国家的工业

化。但是，怎样才能发展经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呢？从世界历史上看，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

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这是欧洲各国、美国和日本走过的，而且走通了；一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

路，这是苏联走过的，而且也走通了。十月革命前，俄国是欧洲的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由于实现了

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苏联成了欧洲的第一强国、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一。新中国应当选择什么

社会制度，走哪条工业化道路？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作出了科学的论证，而且在实践

中给予了正确的解决。 

  （1）指出中国必须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现代化。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应当“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

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再次强调：“资本主义道路，也才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

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毛泽东文集》第6卷，

 



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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