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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 主 义 民 主 的 本 质 特 征

—论民主集中制

陶柱标

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 , 而实行人民民主的根本途径 , 就是实行民
主集中制

。

民主集中制使人民当家作主
、

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权力制 度化
、

法律化户
离开了民主集中制 ,

人民民主就得不到保障
, 民主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

, 最终必然背离社会

主义民主本质
。

所以 , 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特征
。

一
、

党内民主集中制与国家政体的民主集中制

,
,训门田翻口

民主集中制 , 即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
·

它是我们掌
和 国家的根本制度 ,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 国家的组织原则

。

民主集中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 , 是由列宁首先提出来的
。

列宁在同孟什维克

机会主义的斗争中 , 强调无产阶攀政党必须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
。

列宁认为
,

党要

能正常地开展活动和有计划地领导章命群加左行斗争 , 就需要有统一的党章
、

统一的纪律、

统一的领导机关 就需要有少数服从多数
、

个人服从组织
、

下级服从上级
、

地方服从中央的

原则
。

没有这些条件 , 无产阶级的党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有战斗力的组织
。

在 年俄国社会

主义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 , 第一次平式把民主集中制原则载入党章
。

从此 , 列宁倡导
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

就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
。

中国共产党也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和建设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
。

党章邦定 “党
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 , 按照民主

‘

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
。

它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

行高度的集中
。 ” 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具体内容 , 包括个人服从组织 , 少数服从多数 ,

,

琳
级服从上级 ,

全党服从中央 , 重大问题都要 由党的委员会民主讨论 , 作出决定 禁止任何形

式的个人崇拜等等
。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 一贯把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放在党的

建设的重要议程上
。

早在 湘年 , 毛泽东就针对党内出现的 “极端民主化 ” 错误思想
,
提出要在组织上 “厉

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
。 ” 《毛泽东选集》 , 第 页 以后 ,

他经常强调实行党的民主

集中制的重要性
。

为此 , 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措施和办法
,

如正确开展党

内批评
、

重 申党的纪律
、

反对 自由主义
、

扩大党内民主
、

健全党委制
、

党委会的工作方珍
、

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原则等等
。

刘少奇在 《论党 》这篇著作中 ,

对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了深刻的阐述
。

他指出 “

裳
内民主的集中制 , 照党章规定 , 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

它是民主
的

,

又是集中的
。

它反映党的领导者与排领导者的关系 , 反映党的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的养
系 , 反映党员个人与党的整体的关系 ,

反映党中央
、

党的各级组织与党员 群 众 的 关系 ” 。



《刘少奇选集 》上卷 , 第 页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 , 对恢复和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

他把实行民

主集中制同恢复和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结合起来
。

他指 出 “ 解 放 思

想 , 开动脑筋 ,

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
。 ” 《邓小平

文选 》 ,

第 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中国共产党把民主集中制提高到 “ 关系党和 国 家

命运的根本问题 ” 的战略高度 , 从许多方面 坚持和发展了民主集中制
。

民主集中制不仅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 , 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政休的组织原则
。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 , 民主集中制被运用到国家的组织管理上
,

成为了无产阶级专政

国家的组织原则 , 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体区别于其他国家政体的根本特点
。

把党内民主集

中制运用到国家政体上
,

一

也是 由列宁在实践中首先探索的
。

一

十月革命胜利后
,

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致的社会主义国家诞生
。

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

的 国家学说 , 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
。

列宁认为 ,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 , 一方面 “ 用暴力

镇压剥削阶级 ” 另一方面 , 要保护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享有广泛的民主和 自由
。 “ 国家就不

可避免地应 当是新型民主的 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 国家和新型专政的 对资产阶

级是专政的 国家
。 ” 《列宁选集 》第 卷 , 第 页 在列宁看来 , 作为无产阶级 专 政

的苏维埃政权本身就应 当体现出人类历史上的新型民主
,

最高类型的民主
。

但如何实行这种新

型的民主呢 列宁起初设想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的长处和巴黎公社的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结合

起来 , 实行苏维埃的新型民主
。

在实践中 , 列宁逐渐认识到这条途径行不通
。

因为俄国没有

经历过资产阶级的高度发展的民主制 ,
苏维埃新型的民主不可能从资产阶级民主制转变到巴

黎公社原则所体现的直接民主制 , 所以需要有自己的特殊途径
。

不久
, 列宁在实践中找到了

这条特殊的途径 , 这就是采取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直接监督管理相结合的途径 , 也就是民主

集中制的途径
。

毛泽东发挥了列宁的上述思想 , 指出 “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 派 的 专 政方

面 , 互相结合起来 , 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 ” 《毛泽东选集 》第 页 他又认为 , 人民民

主专政的国体 , 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国家政体
。

为此 , 毛泽东创造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他说 , 人民代表大会 “ 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
。 ” 《毛泽东选集 》第 页 新中 国 成

立后 , 实行了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权组织形式
。

宪法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 国

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 ” 这些都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在中国的运用和

发展 , 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租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
。

欢 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 实质是无产吮级专政
。

国家政体的民主集中制 , 就是在人民

内部 , 不可以没有民主夕 也不可以没有集中 , 不可以没有自由 , 也不可以没有纪律
。

民主是

对集中而言 ,
自由是对纪律而言

。

这种有领导的民主 ,
有纪律的自由 , 就是民主集中制

。

为什么党内民主集中制能够运用到国家管理上 , 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体的组织原则呢
一

首先
,

这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和根本工作路线决定的
。

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人

侠群众去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 必须坚特群众路线
。

而走群众路线就是贯彻

民主集中制原则
。

毛泽东说 “ 没有民主 , 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 , 就不可能制 定 出 好的 路

姚
、

方针
、

政策和办法
。

⋯ ⋯也就不可能达到统声认识 , 统一行动 , 不可能实 现 真 正的 集

冲“ ”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 载 《红旗 》 年第 期 可见
,
群众路线

知民生集中制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

因此
,
作为执政党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有效地实施对国

的领导和管理 , 就必须把党 内民主集中制运用到国家管理上
。



其次 , 是由社会主义 民主的本质所决定
。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民主 , 即人民是

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 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切权力
。

而要真正实现人民民主 , 就必须

通过一定的途径
。

列宁否定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和巴黎公社直接民主的途径
。

毛泽东创造了适

合中国国情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途径
。

我国是拥有 亿人 口 的大国 ,
要保证 亿人民

当家作主管理国家事务 , 必然存在许多困难
。

但国家的利益和人民个人的利益
、

全局利益和

局部利益
、

中央的利益和地方的利益又基本上是一致的
。

因此
, 我们又可以通过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广泛地发扬民主 ,
集中人民的意志 ,

实现人民管理国家的权力
。

毛泽 东 指 出 我 们

的国家 “ 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 , 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 , 选举 政 府
。

它是民 主

的 , 又是集中的 , 就是说 , 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 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

只有这个制度 ,

才

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 , 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 , 又能集中处理 国事 , 使各级政府
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

,

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 ”

《毛泽东选集 》第 页 这里充分说明了民主集中制作为国家的组织原则 ,

才能实 现 人

民民主 ,

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
。

二
、

民主集中制是实行人民民主的根本途径

只有民主集中制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 , 也就是说 , 民主集中制是实行人尽
民主的最佳途径或根本途径

。

这个问题具体说来 , 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 民主集中制是实行人民民主的基本形式
。

社会主义 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 管理

国家事务
。

我国宪法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

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由人民通过民主的选举方式选出的人民代表所组成
。

它组成之后即代表人民行使 国家权力 ,

决定全国和各级地方一切重大事务
。

它在行使国家权力过程中要向选民负责 , 选民有权撤换
自己选出的代表

。

这就是说 , 人民代表是人民派往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使者 ,

人民代表来自人民 ,

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来自人民 , 要接受人民的监督
。

这充分体现了一切

权力属于人民的人民民主原则
。

而且妥人民代表大会由各条战线
、

各个方面的人民代表组成
。

方方面面 的 代 表 济济二

堂 , 共商国是 ,
充分表明了人民代

‘

表大会是广泛民主的人民代表机关 , 是真正实现人民当家

作主的机关
。

正如刘少奇所指出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以能够成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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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国家的管理 , 从而得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 ”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引自 《一九五四年人代会文件汇编 》 这就是说 , 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

行使民主权力的最好形式
。

所以 , 民主集中制就是实行人民民主的最好形式或基本形式
。

第二 , 民主集中制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各种利益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
。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 对人民实行民主
。

因此 ,

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
, 只能用 民 主 的 方

法
、

说服教育的方法 , 决不能用强迫的方法
、

压服的方法 , 否则就会颠倒敌我
。

毛泽东把解
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方法 , 用一个公式来表示 , 即 “ 团结一

一

批评 一 团结
。 ” 年延

安整风运动采用这个民主方法 , 达到了全党的团结 , 从而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 主主义革

命取得了伟大胜利
。

与此同时 ,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 ,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这

个民主方法推广到了党外 , 正确处理了党群关系
、

军民关系
、

官兵关系
、

各部 队 之 间的 关

系 , 各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
、

干部之间的关系
、

群众之间的关系 ,
等等

。

可见
, 民主集中制



原则成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准则
。

民主集中制也是处理人民内部各种利益相互关系的准则
。

邓小平对此曾作过比较详细的

论述
。

他说 “ 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 , 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

结合
。

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
。

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 , 个人利

益要服从集体利益 , 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
, 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

, 或者 叫做小局服

从大局 , 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

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 , 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 ,
不

注意局部利益 ,
不注意暂时利益 , 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 , 归根结底 , 个人利益和集

体利益是统一的 ,
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 , 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

。

我们必须

技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
。

如果相反 , 违反集中利益 而 追 求 个人利

益 , 违反整体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 , 违反长远利益而追求暂时利益 , 那末 , 结果势必两头都

受损失
。

民主和集中的关系 , 权利和义务的关系 , 归根结底
, 就是以上所说的各种利益的相

互关系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表现
。 ” 《邓小平文选 》 , 第 页一 页 邓小平的论述 ,

充分说明了民主集中制在处理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时的重要性
。

他把这种重要性提到 “ 民主

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钓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 ” 的高度
。

就是说
,

社会主义离不开民主集

中制 , 离开 了民主集中制 , 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完全‘

第三 , 民主集中制是保障人民民主权力的根本制度
。

邓小平在总结了我国 多年来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经验教训之后 , 得出 这 样 的一 个结

论 “为了保障人民 民主 , 必须加强法制
。

必须使民主制度化
、

法律化
。 ” 《邓 小 平 文

选 》第 页 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 , 并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健全和完善各种法律和制度
,

是使民主制度化
、

法律化和保障人民民主权力的根本途径
。

历史是一面镜子
。

当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时 , 各种制度和法律也得不到实施 , 人民的民

主权力也得不到保障
。 “ 文化大革命 ” 的悲剧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

在十年 “文革 ” 中 ,
体现

民主集中制的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受到林彪
、

少四人帮 ” 反革命集团的严重摧残
。

张春桥鼓吹
“ 人代会不要了 ,

可以用造反队代替
。 ” 整整十年没有召开人代会

。

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 ,

法律和各种规章制度也遭到严重摧残
。

在民主没有得到制度和法律的保护的情况下
, 上至国

家主席 , 下至黎民百姓 ,

都有随时会飞来横祸的危险
。

、

在那种情况下 , 人民怎可能有当家作

主的权力呢

不言而喻 , 国家政体的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与竟内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紧密联系 , 息息

相关
。

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把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 当作 “关

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 ” 的大事来抓
。

为此 ,
邓小平提出了要使民主制度化

、

法律化的

方针 , 并强调要坚持民主制
、

坚持集体领导制度 , 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 反对个人专断

和家长制作风
,

实事求是
, 坚持真理 ,

修正错误 , 等等
, 从许多方面坚持和发展了民主集中

制
。

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恢复和发展
,

使国家政体的民主集中制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

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
、

选举制度
、

民族区域 自

治制度
, 以及各种法律

、

法规
、

政策
、

方针等都不断恢复和逐步完善
, 使民主集中制也得到

了恢复和不断健全
, 从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力越来越得到制度和法律上的充分保障

。

因此
, 民主集中制是治党治国的根本原则 , ·

也是保障人民民主权力的根本制度
。

从以上三点
,

我们清楚地看到民主集中制是实行人民民主的根本途径
。



三
、

民主集中制是杜会主义 民主区别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特征

有人鼓吹资产阶级民主 , 而否定社会主义民奔
, 其手段之一 ,

就是叫喊要取消民主集中

制
。

这从反面说明 ,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也懂得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 , 或本

质特征
。

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民主区别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特征 , 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去理解

第一 , 从民主的广泛性来说 , 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 自由权力
。

这不仅在享有民主权力的人数上 ,
而且在民主 自由的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了资产阶级民主

。

首先 , 资产阶级民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 ,
所维护和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利

益 , 因而是剥削阶级的民主 , 少数人的民主
。

而社会主义民主则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

基础上 , 维护不时弋表无产阶级以及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 ,
’

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
。

其次
,

资产阶级民主虽然通过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等形式让公民行使公民 权 , 但 选 军
后 , 当选者只代表其阶级或集团的利益 , 公民根本不能参与国家和社会的事务管理 , 民主权

力受到极大的限制
。

而社会主义民主则通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
让全体公民选举产生自

己的代表 这些代表包括各条战线
、

各个方面的优秀人物 , 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参加人民代

表大会
, 真正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权力

。

人民代表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 ,

不是代表个人或社会小团体的利益
, 而且始终受选民的监督夕 对不称职的代表 ,

选民或选举

单位可以依法罢免其代表资格
。

这就比资产阶级代议制选民不能罢免所当选的议员等 , 具有

无比的优越性
。

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
,

真正体现了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 这在资

产阶级民主中是不可想象的
。

再次 , 资产阶级民主虽然鼓吹 “ 自由
、

平等
、

博爱 ” , 以及罢工
、

游行 示 威
、

结 社集
、

会
、

言论出版和新闻自由等等 , 但这些自由权利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形式 , 而且要受到极大
的限制

。

资产阶级鼓吹这些自由 , 是由资本主义 自由竞争
、

互相倾轧
、

尔虞我诈的本质所决

定的
。

无论任何自由的范围都被局限于针对某个社会集团而言
,

而不能把矛头指向整个资产

阶级或资本主义制度
。

否则就会犯 “天条 ” , 遭受镇压和惩罚
。

因此 , 这些所谓民主与 自由

的权利 , 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内部斗争的一种利用工具
,

劳动人民根本不能享受
。

因为广大劳

动人民的利益与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
,
人民要求的最大民主与自由 , 就是要推翻剥削

制度 , 消灭人吃人的现象
,

实现人与人的真正平等
。

这些
,

资产阶级是决不会答应的
。

而社会

主义本质上是民主的 , 国家的利益
、

阶级的利益和人民个人的利益是根本一致的 , 人民享有

广泛的民主 自由权利 , 只要符合国家利益也就符合他自己的利益
。

如果个人利益与国家
、

集

体利益发生冲突
, 以国家和集体利益为重 , 实际上也包含了他个人的利益

。

因此 ,
人民群众

在享受宪法规定的各种公民自由权利时 , 首先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前提
。

如果是损害国家利益

的 自由 , 就理所 当然不能去 “享受 ” 。

第二
,

从民主的真实性来说
, 通过民主集中制实行的社会主义 民主 , 是真正的民主 ,

是

人类历史上最高类型的民主
。

民主一词 , 来源于希腊文 犷 , 原意是 “人民的权力 ” 或 “ 多数人的统治 ” 。

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和政治制度
。

资产阶级民主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曾起到过进步的历

史作用 ,

但它是剥削阶级的少数人享受的民主 ,

是资产阶级统治劳动人民的工具
,
不是体现

“大多数人的统治 ” 的真正民主 , 而是一种假民主
。

而社会主义民主 ,

对人民实行民主 , 对

少数敌人实行专政 , 第一次真正实现了 “大多数人的统治 ” 。

因此 ,
它是真 正 意 义 上的民



主 , 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类型的民主
。

正如
一

列宁所指出的 , 社会主义民主 “ 是民主的具有世界

历史意义的大大扩大 , 是假民主变为真民二胜” 。

《列宁全集 》第 卷 , 第 页

民主的本质是 “大多数人的统治 ” , 日而就必须承认 “ 少数服从多数 ” 的 原 则
。

列 宁
说 “ 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群冬等标 粼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

等权利
。 ” “ 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跳 国家 ” 。

《列宁选集 》第 卷 , 第
、

页 资产阶级民主是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统始
, 虽然它吹嘘 “ 在法律上人人平等 ” , 公民有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

但都不过是一种虚假的丸
‘

欺编的形式
。

议会竞选
、

总统竞选都仅仅是极

少数的资产阶级政治寡头们的事
, 它通过金 钱选举

,

实际排斥广大劳动人民于选举之外 , 只

保证少数有产者当选
。

绝大多数人不仅实际丧失被选举权 ,
而且连所谓的选举权也经常被愚

弄
。

一些资产阶级政客为了拉选票
,

竞选放空炮
,

乱许诺 , 当竞选成功 , 或是公然推翻 ,
或

是找借 口不兑现
, 等等

。

这在资本主义国家已属司空见惯
。

第三
, 从民主的风气来说 , 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社会主义民主 , 能够造成毛泽东所说的 ,

又有集中又有民主 ,

文有纪律又有自由 , 又肴统一意志广义有个人心情舒畅
、

生动活泼 , 那

样二种政治局面
。

,

而资产阶级民主是根本不可能造成这样的政洽局面的
。

在他们那里 , 无论

是茬竞选或是在议会中 , 都充满着各奎断集团之间
、

政客之间的你争我斗
、

相互攻击
、

相互

倾轧的可怕场面 , 金钱收买
、

幕后交易
、

人身攻击
,
甚至行刺暗杀等现象层出不穷

。

综上所述
,

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社会主义民主 ,

无论从民主的广泛性
、

真实性或民主的风

气来说 , 都大大优越于资产阶级民主 , 与资产阶级民主有着本质的区别
。

因此 , 民主集中制

是社会主义民主区别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特征
。

一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大肆攻击和低

毁民主集于制 , 妄 图取消民主集中制 , 把社会主义民主变为资产阶级民主 , 把人民共和国变

为资产阶级共和 国
。

对此 , 人民是不会答应的
、

井
、 ’

诚然 ,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有待于进一步推进和建设
。

但社会主义民 主 政 治 的建

设
,

一定要通过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来进行
。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取消民主集中制 , 民主集

中制只能坚持和不断加强 , 不能削弱和取消
。

没有民主集中制 ,

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 , 也就

没有社会主义制度
。

这是一个基本的结论
。 、 、

一

作者单位 《社会科学家 》杂志社 责任编辑 杨炳忠

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