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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与权利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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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什么样的人民民主，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成败、社会主义制度优

稳固。特别是在民主政治成为时代潮流的今天，无论实行什么政治体制的国家，都以民主政权自居；无论

士自封，反映出对民主话语权的激烈争夺，体现出发展民主具有的特殊意义。因此，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

的基本脉络，明确人民民主的本质内涵，把握人民民主的前进方向。 

  一、西方民主的特点和发展历程 

  1、古希腊雅典城邦的直接民主：公民有直接统治的权力。 

  “民主”一词源于希腊文，民主的实践发端自古希腊。古希腊雅典城邦的民主，着重从权力的角度，

于，作为议事机构的公民大会由全体公民参加，享有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进行讨论和表决的权力；所有公民一律平等，

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力；负责日常事务的“管理者”不是由选举而是由抽签产生，任期只有一年且不得连任，目的是要

是一种典型的直接民主，最接近民主的本意，由公民自己管理自己。然而，雅典城邦的民主模式，只延续

  直接民主传统的中断，有着客观原因，也有着主观因素。民主在其出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实并

主”最开始并非一个好词，相反被视为“肮脏”的词汇，意指“乡巴佬的统治”。（参见王绍光《民主四

2008年版，第13页。）古希腊著名思想家苏格拉底就认为，雅典的民主就是被没有主见的群氓所掌控。他提出，如果做鞋或

教具有专门知识的鞋匠，为什么治理国家和评判政治的好坏却不去请教具有专门政治知识的人，而去请教

至并无任何专门知识可言的人呢？苏格拉底的得意门生柏拉图也深信，只有“哲学王”才能治国。柏拉图

人时，在有资格管理国家的人中加入了金，在能够辅佐治理的人中加入了银，在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中加入了

里士多德则认为，最好的政体既不是君主制也不是民主制，而是共和制。因为共和制与民主制虽然都是多

益，而后者是为了个人私利。归结起来，在古代西方思想家眼里，民主是同人民的无限权力联系在一起的。他

是不平等的，赋予普通民众以统治的权力，不但违背了人类社会天然的金字塔结构，而且可能导致暴民政治，

  总的来看，古代西方的民主思想和实践，强调的是公民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似乎是民主的理想状

公民，每个领域都变成公共领域，公民不受约束的权力行使被授予国家权力的正当性。这种民主不能确保

重要的是，由于把国家重心放在政治生活而不是经济社会生活上，势必造成对生产力发展的严重影响，并

  2、现代西方国家的代议民主：人民有选择统治者的权利。 

  在经历中世纪神权的黑暗统治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先驱者提出了“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思想。但是，他

不是人民的直接民主，而是代议制民主。一般认为，雅典城邦的直接民主之所以必然要被代议制民主所取代，主要在于民族

是人口都远远超过城邦，直接民主从技术上达不到。但这只是问题的表象，根本的原因在于，在资产阶级

权、君权的武器，一旦推翻了专制政体，下一个目标就是如何限制人民主权。 



  现在人们说到民主，认为就是选举、投票。事实上这非但不是民主的本意，反而是对民主的限制。一方面是

主。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马基雅维利认为，不受限制的君主不值得信任，不受约束的人民同样不能信任。洛克、孟德斯

分权理论，把权力分割成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再把立法权分给上（参）议院和下（众）议院，而且上（

组成。美国还通过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来进一步限制权力。另一方面是从纵向上，通过代议来限制民主。“

产物，而是中世纪欧洲教皇、君主和贵族为维护自身利益的发明。议会主要是国王议事的咨询机构，是有

价的机构。代表则是由于中世纪的教会在欧洲势力范围很广，召开宗教大会时，必须让各地教区派出代表出席。代

美国开国元勋们的创造。集中体现美国开国元勋思想的《联邦党人文集》中认为，通过代议机构对公众的看法加以提

出于短期和狭隘的考虑而牺牲国家利益，比公众自己直接表达更加符合公共利益。也即是说，人民的利益可能

民中选出的代表才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于是现代民主有了多数代表制、比例代表制等选举制度，有了政党

权分立制衡的制度设计。然而，这些并不是民主的固有符号和标志，而是对民主本来面目的改造甚至异化。

  代议制民主把民主从统治的权力变成选择统治者的权利。从积极意义上讲，它使人们从政治枷锁中解放出

选择通过投票进行政治参与，也可以选择对政治漠不关心。但同时，民主从古代城邦进入现代国家的过程，也是

人民民主转向人民“选主”，从统治的民主倒向被统治的民主的变迁。这不仅仅是实现形式的重大变化，更是价

有能力直接管理国家，而应让出管理国家的权力。特别是由于选举的特点，导致金钱的介入不可避免，从

远低于可以提供政治献金的少数利益集团，实际上对权力如何行使显得无足轻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