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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

时指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

主。”2021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

决定》，与时俱进地把“坚持全过程民主”写

入国家法律。作为一种中国式民主形态，全

过程的民主通过建构人民当家作主的运作机

制体系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并为人类政治文

明进步作出了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

全过程民主将人民民主的内容与形式、

过程与绩效、性质与质量有机统一起来

千百年来，人类社会一直致力于探索有

效制约公共权力与有效维护公民权利之道。

马克思主义不仅承认国家权力来自人民，而

且主张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通过议行合

一制的方式，既可以实现有效制约公共权力

与有效维护公民权利的目标，又可实现公共

利益有效分配与公共精神有效提升的目标，

并由此开辟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人类

伟大解放的新型民主形态发展之路。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通过的中国

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旗帜鲜明地把消灭社

会阶级区分、建立人人平等社会的政治理

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革命军队必须与无

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

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

时候。自此之后，中国共产党就致力于为

实现国家独立富强、人民幸福安康、世界

和平发展而奋斗。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首先

通过领导全国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

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

立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根本政治原

则，确保了人民民主这一中国式民主形态的

根本性质。其次，通过建立包括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

自治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体系，以民主选举、

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的方式，将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贯穿于国家

和社会治理的全过程，保证了人民民主有序

高效运行的过程性绩效。最后，通过建立以

重大立法、重大规划、重大决策、重大项目

为主的立法联系点制度、（网络）意见征求征

询会、专家座谈会、听证会、恳谈会、评议

会、议事会等决策、议事、协商机制体系，

将人民的需求、呼声、意见和建议等有效转

化为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地方的民生政策。在

此意义上，全过程民主创造性地将人民民主

的内容与形式、过程与绩效、性质和质量有

机统一起来，走出了一条比西式民主形态更

为广泛、更为多样、更为有效、更为灵敏的

民主新路。

过程民主：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实践新机制

理论实践

●唐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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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民主开创了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

事务管理的新机制

中国共产党与人民是鱼水关系，坚持人

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是我们

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人民参与国家

和社会事务管理，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人民推动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

根本保证，又是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信任

人民、团结人民开创历史伟业的根本动力。

毛泽东同志指出，“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

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

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

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

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

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来自人

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

就会失去生命力”。

全过程民主所展现的人民全过程参与国家

和社会事务管理的特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第一，通过人民全过程参与党和国家各项

事务的管理，建立了人民与执政党、政府之间

的有机连接，确保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

的人民性基础。第二，通过执政党和国家治理

的一系列机制建设，使人民民主的价值与制度

框架落到实处，使广大人民可以通过各种渠道

依法、主动、常态、有效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

事务，确保人民民主的真实性与过程性。第

三，通过建立让广大人民参与国家和地方规

划、决策、执行、监督、评估等重大事项的有

效机制，让人民的全过程参与成为人民民主的

现实运作机制体系，有效提升人民全过程参与

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的质量，确保了人民

民主的有效性。第四，各级党委、人大、政府

和政协从广大人民的“急难愁盼”问题出发，

通过让人民参与到身边事、单位事、地区事、

国家事的评议、协商与监督过程中，找到最大

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有事好商量、

众人事众人商的共识合力文化，夯实人民民主

的民心基础。

全过程民主的真谛在于人民利益与人民

意志的有机实现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在《论人

民民主专政》中，把“保护人民利益”作为

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核心价值予以强调，“我

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

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

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

1954年9月，刘少奇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强调，“这个宪

法草案是我国人民利益和人民意志的产物，

是我们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产物”，提出了

“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统一意志，是人民代表大

会和一切国家机关工作的出发点”的论断。

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上强调，“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

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

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提出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

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

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

而不胜”。这充分说明，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

党人始终把人民利益和人民意志作为治国理

政、执政兴国的政治基础，把实现人民利益

和人民意志作为人民民主的真谛。

人民利益与人民意志 （下转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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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叙事体系。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

化，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同世界的前途命运

联系更加紧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

推动当今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对全球创新

版图的重构和全球经济结构的重塑作用更加

突出。世界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

字、发展赤字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疫情防控的成功实践

使我们更加增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自信，更有定力、更有底气。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最鲜明的特色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

新、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紧密结合。

美好未来愿景支撑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

体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了一幅未来

5年和15年中国发展的宏伟图景，明确了我

们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提出了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要求，一个14

亿人民齐步迈向现代化的光明愿景正生动地

展现在世界面前。我们必须围绕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从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视角进行深入研

究阐释，切实为开展国际传播，构建中国话

语和叙事体系进一步提供学理支撑。更好推

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

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

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

化，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

象，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智慧和力量。

来源：《光明日报》；作者系东北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

（责任编辑 胡荣生）

（上接第 34页）的有机实现这一全过程民主

的真谛，在与西式民主形态的对比中更加凸

显。首先，全过程民主把人民与执政党、政

府有机连接在一起，而西式民主形态只不过

是通过每隔几年的公开选举方式，在选举时

把人民与政客简单地联系在一起，选举结束

后就割断人民与国家治理之间的联系，让所

谓的公开选举变成了在资本和利益集团联合

确定的几个代理人之间进行有限选择的“选

票民主”。其次，全过程民主没有割裂民主的

内容与形式、过程与绩效、性质与质量之间

的关系，而是把人民利益和人民意志有机转

化为国家治理的大政方针、目标任务和战略

政策等，而西式民主形态崇尚的是竞选时信

口开河式承诺的“口号民主”，奉行的是资本

利益捆绑政治的“金钱民主”。最后，全过程

民主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把人民的

需求、执政党的需求和国家的需求、社会的

需求有机对接起来，而且把国家发展的近期

目标和远期目标、执政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

纲领有机统一起来，实现了中国式民主形态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同步发展、

不断提升，而西式民主形态则内生了只管眼

前而不顾长远、只管台上而不顾人民死活的

短视偏狭、竭泽而渔之痼疾。

来源：《光明日报》；作者系复旦大学国

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研

究院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 胡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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