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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民主在中国的现实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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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论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要求时

大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些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制度。这些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正是我

期的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现实形态。 

创造性实践的成果 

   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是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在政治领域追求的理想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

提出了一个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建国纲领——《论人民民主专政》。 

经过４０余年的艰苦探索，我们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基础，逐渐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体是人民民主

大会制度，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关于人民民主专政，邓小平曾经指出：“这实质上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更

选》第３３２页）因为从理论来源看，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同中国革命实

专政》阐述了这一结合的过程，并且特别指出它是由统一战线的经验“发展”而来的。毛泽东第一次使用

行到底》一文，就是教育统一战线的成员要有正确选择的文告。因此，人民民主专政实施的主体是工人阶级领导

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专政的对象是“反动派”或“敌人”，而不是笼统地

扩大以及对专政面的限制，显然都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根据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提出的。同样，在剥削

在规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蓝图时，仍然坚持使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与理论，则是因为在我国的社会主

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且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着特殊形态的阶级斗争。他在强调扩大人民民主的同

此，我们认为，人民民主专政是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在中国变成现实的最根本的制度形态。 

   基于这样的国体，毛泽东与党中央在筹划开国大计的过程中，就决定要根据中国实情，实行能使最广

民代表大会制度。由于新中国成立前后，举行普选召开人大的条件不具备，因此在开国之初就决定由中国

权。为了使地方与基层政权也能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毛泽东与党中央在１９４９年８月至１２月

地方迅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让人民参与社会的管理。毛泽东对上海与华东这样经济发达、工商业者集中地

４９年８月２６日致电华东局，肯定了上海当时刚召开的第一次各界代表会议，要求“严催所属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借此以使所属三万人口以上城市的党的组织和各界人民代表亲密结合，经过他们

发展生产，并克服党的领导机关中的许多人只相信少数人的党内干部会议，不相信人民代表会议的官僚主

地召开了县一级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后，又致电华东局领导同志说：“这是一件大事，如果全国一千几百

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群众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

党在民主革命胜利过程中实施人民民主原则的一种切实有效的措施，它既提高了党领导民主政治建设的能力，又在

的民主训练。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由政府邀集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最后发展到由选民普选代表召

会制度从其雏型到成形过程，决定了它是以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各族人民为主体的权力机构，因此它有别于西方的

民”具有广泛的内容与中国革命发展的特点，又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苏联的苏维埃制度。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理

新的民主政体形态。 

   由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提出，直接同统一战线的经验相联系，因此在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中包括了要用政治



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的思想。１９４８年４月３０日，党中央发布的“五一” 

劳动节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

在，理论界有人把这个口号看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明确提出的标志。事实上，也

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纷纷从国民党统治区、香港，抵达东北解放区，来到北平，于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１日召

政治协商会议，揭开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新篇章。但是在１９５６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中国还要不要民主党派，

议制度，成了一个新的问题。毛泽东总结了苏联一党制的教训与我们统一战线的经验后，向全党提出了“

这一重大问题。他的回答是：“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

确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所以，邓小平说：“

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三条战线斗争的产物 

   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在复杂的斗争中建立起

它。 

   首先，它是同旧中国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主义与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专制统治激烈斗争的产物。民主

政治发展的中心内容。历史告诉我们，旧民主主义敌不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相互勾结、共同支

新民主主义与之相抗衡，终于战胜了它，并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广阔发展道路。近几年来，由于我

加上西方丑化社会主义民主的各种思潮的影响，许多人有意无意地把共产党同“极权主义”、“专制主义

懂得中国共产党为在中国实现民主、战胜专制进行艰辛斗争的历史；忘记了或根本不懂得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

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正是社会主义民主在中国的现实形态。 

   其次，它是同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与上层小资产阶级右翼主张的“中间路线”斗争的产物。从抗日

建什么样国的斗争。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拿出了一个方案，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提出了与之对立的

行资本主义民主制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右翼人士，提出了建立“英美式民主”的资产阶级

史与事实为鉴戒，批评与教育这种“中间路线”的空想，终于帮助他们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创建了实行人民民主

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有些人并没有做醒这场资产阶级民主梦。在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道路上，在１９５７年，在前几年，都程度不等地出

过试图用资本主义民主来取代社会主义民主这样的要求。这些观点或主张的一个重要错误是离开了中国的

制度是具有中国人民自己创造性特点的新型民主制度。 

   再次，它是同劳动人民内部存在的“农业社会主义”民主观斗争的产物。在人民民主专政创建的过程中，在解放

主义为特征的“农业社会主义”错误。毛泽东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及时地作了纠正。这种“左”的思想，把工商

打击的对象，破坏了党的统一战线，从而伤害了人民民主。毛泽东与党中央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建立后，

了要通过农业社会化的发展来改变小生产者落后思想的意思。这场在历史上并不起眼的斗争，却具有很重要的

展的曲折道路告诉我们，在同专制主义斗争与决裂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克服来自右面的资本主义民主观的影

的小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化的干扰。 

   总之，我们党所坚持的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是在三条战线的复杂斗争中，逐渐形成的一套具有中

推进改革的图景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经过不断的探索，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但是

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江泽民同志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十分明确地使用了要“坚持和完善”、“改进和完善

调“我们要进一步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在理

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论点，把建设民主政治与建设富强的经济与文明的社会并列为党的奋斗目标，肯定了

人民民主专政这项原则同坚持其他三项原则一样重要，并强调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对保障社会主义民主的重大意

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设立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加强人大代表的提案与质询，以及设立县以上人大常委

性；通过实行县以及县以下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差额选举，以及加强对代表的依法监督罢免等工作，改

度和任期制度等，废除了实际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通过加强政协的参政议政作用和民主党派建设等工作，改

作与政治协商制度；通过职代会建设，加强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的作用，完善居（村）民自治制度，促进了企

量的立法工作与广泛的普法教育，加强了法制建设；……从其质的规定性而言，这一切都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

义民主与法制的建设。 

   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的政治动乱以后，有人误以为政治体制改革不会再提了。这次江泽民同志的讲话

的任务远未完成，必须有领导有步骤地加以推进；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也有一个方向之辨，不能削弱和放

政，不能搞西方那种议会制度，不能削弱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搞西方那种多党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目的，是要不

制建设，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和国家长治久安。总而言之，我们必须



求与规律，来推进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 

法家“法制”即人治 

   王学辉在《社会科学报》撰文说，本世纪初，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用西方近代法律价值观和法学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