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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给党规定的民主集中制，是政治制度加组织制度组成的政治组织体制，也是政治组织体制的一种具体形式。 

一  党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制加集中制    

列宁给党规定的民主集中制，跟他所说的作为国家结构形式的民主集中制不同。作为国家结构形式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的集

中制[1]，而党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制加集中制。他说：“要实行彻底的集中制和坚决扩大党组织内的民主制。”[2]“我们在自己的

报刊上一向维护党内民主。但是我们从未反过党的集中。我们主张民主集中制。”[3]  

   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的确立过程，是一个先确立民主制后确立集中制的过程。由于民主制是国际社会民主党通用的原则，它

在党内的确立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当党第一次给自己制定组织章程的时候，也就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民主制即民主代表制的原

则没有经过任何争论就被写进了党章。但集中制的确立过程就颇为坎坷了。由于集中制是在没有先例可资借鉴的情况下打造出来的

新的组织形式，它一问世，就遇到了党内崩得的联邦制和马尔托夫分子自治制的严重挑战。党的“二大”虽然否决了崩得的联邦

制，但在党员资格问题上通过了马尔托夫提出的实质上是自治制的条文。“二大”以后，孟什维克在坚持自治制、反对集中制的道

路上越走越远，民主集中制的确立过程，成了集中制同自治制作斗争并最终战胜它的过程。通过《进一步，退两步》一书的广泛传

播，列宁集中制的建党原则得到了全党大多数地方组织的拥护，这就为继民主制载入党章之后再把集中制载入党章奠定了基础。19

06年4月召开了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是一次统一的代表大会，不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在组织上

完全合并，而且实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波兰社会民主党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以及犹太社会民主党即崩得的统一。[4]在代表

大会通过的党的组织章程中，关于党员资格的第1条采用了列宁的条文，第2条则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

起来的。”这是集中制原则对自治制原则的胜利。它表明，孟什维克接受了全党多数的意志。党的“四大”是由布尔什维克和孟什

维克两派共同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召开的。还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夜，列宁已经在布尔什维克提交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中正式向全

党宣告：“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现在一致公认的原则。”[5]代表大会结束后，列宁又在介绍大会情况的两个文件中欣慰地指

出： “党章一致通过了，包括第1条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两派在“组织上的意见分歧几乎完全消除了”。[6]赫鲁晓夫时代出版的

《苏联共产党历史》一书在谈到“四大”党章第2条的规定时说：这是“党章中第一次列入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

条文。从那时起，党章就一直保留了这一条。”[7]  

列宁在《策略提纲》中向全党宣告时，把民主集中制称为“党的组织原则”。但他随即作出解释，说作为“组织原则”的民主

集中制里的“民主”是民主制。他说：“在目前的政治条件下实行民主集中制固然有困难，但是在一定范围内还是可以实行的。”

列宁说“实行民主集中制有困难”，不是说实行集中制有困难，下级服从上级有困难，而是说实行民主制即民主代表制有困难，民

主集中制里的“民主”指的就是建立在选举制基础上的代表式民主制。列宁认为，沙皇政府在1905年10月全俄总罢工中许诺给人民

的，是极其有限、极不稳定的政治自由，目前党仅仅是处在半公开的状态，全面实行选举制还有困难，“但是在一定范围内还是可

以实行的”。他在《策略纲领》中说：“我们承认并且建议代表大会承认：（1）党组织的选举原则应该自下而上地贯彻执行；

（2）只有在无法克服的警察阻挠和极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放弃这一原则，实行二级选举或者对选出的机构进行增补等等。” 为了

适应党从秘密活动方式到半公开活动方式的转变，他在这一时期还制定了对党进行改组的计划，其中就包括把地方委员会的委任制

改为选举制。[8]列宁后来在回顾这一时期党在民主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时，曾不无自豪地说：社会民主党“比其他各政党更早地

利用了昙花一现的自由时期，来建立一个公开组织的理想的民主制度：实行选举制和按有组织的党员人数选举代表大会的代表。这

是无论社会革命党还是立宪民主党至今都还没有做到的”。[9]列宁在这里把建立在选举制基础上的代表式民主制称为“理想的民

主制度”。  

二  党的民主集中制是政治组织体制，是政治组织体制的具体形式     

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民主制加党的集中制，而民主制是政体，是政治制度，集中制是组织形式、结构形式，是组织制度，党

的民主集中制也就是党的政治制度加党的组织制度，是政治制度加组织制度组成的政治组织体制。由于政党范畴的政治组织体制和

国家范畴的政治组织体制在性质上是一样的，为了更好地了解党的政治组织体制是怎么一回事，可以先来了解一下国家范畴的政治

组织体制是怎么一回事。  

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政治组织体制。这是因为，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都有国体、政体和国家结构这三项根本制度。

它们的政体不外是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它们的国家结构形式不外是集权型的和分权型的两种。它们的政体就是它们的政

治制度，它们的国家结构形式就是它们的组织制度，政治制度加组织制度就是它们的政治组织体制。  



拿近世的国家来说。人类在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以后，实行民主制已经成为时代潮流，不同国体的国家都把民主制作为自

己的政体取向，即使是实行君主制即立宪君主制的国家，也往往是名为君主制，实为民主制。国家结构的情况不同，国家结构采取

哪一种形式，不可能形成时代潮流，只能实事求是地从每个国家的情况出发。在全世界实行民主制的国家中，许多国家根据国情采

取了集权型的形式集中制（列宁的叫法。恩格斯叫单一制），另一些国家根据国情采取了分权型的形式联邦制。民主制可以同集中

制结合，也可以同联邦制结合。我们中国和世界上多数国家是民主制同集中制相结合，我们这些国家的政治组织体制是民主集中

制，前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美国等20多个国家是民主制同联邦制相结合，它们的政治组织体制是民主联邦制。  

再拿西欧封建时代的国家来说。它们的政体都是君主制。至于国家结构形式，是选择集权型的还是分权型的，君主国也跟民主

国一样，是根据国情。一般说来，在封建时代初期，为了政治上的稳定，都对王室宗亲进行封赏，国家结构形式是分权型的分封

制。在封建时代后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有统一的市场，适应国情的这种变化，国家结构形式采取集权型的中央集权制（马克思

的叫法），也就是集中制。君主制可以同分封制结合，也可以同集中制结合。对西欧封建时代的国家来说，早期的政治组织体制是

君主制加分封制，是君主分封制，晚期的政治组织体制是君主制加集中制，是君主集中制。  

同国家范畴的政治组织体制一样，政党范畴的政治组织体制，包括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组织体制，也是由政治制度加组织制度

组成的。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党的政治制度，从理论上原则上讲，应当是权力机关集体决定重大问题的民主制，不应当是个人决

定重大问题的君主制和很少一部分人决定重大问题的贵族制。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仍然出现了无产阶级政党把

君主制作为自己权力运作方式的情况，斯大林搞个人专断就是例子。至于党的结构形式，即党的组织制度，抽象地讲，也有分权型

的和集权型的两种，以俄国党为例，前者就是崩得的联邦制和孟什维克的自治制，后者就是列宁的集中制，但两种结构形式中适用

的只有一种，即集中制。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在选择结构形式的时候，虽然也是根据党情，但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一

种党情，那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建立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要完成这样伟大而艰巨的使命，无产阶级政党不应当

是一个任由自己的组织各自为政的党，实行联邦制和自治制的党，而应当是一个下级能够服从上级的党，一元化的、富有战斗力的

党，实行集中制的党。这就是列宁可以赞同苏维埃俄国实行联邦制，但坚决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实行崩得的联邦制和孟什维克自

治制的根本原因。列宁在批判崩得的联邦制原则时着重指出：各族无产者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要取得胜利，集

中制是必不可少的。[10] 他在这里说：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要分两步走。通过民主革命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这

是党的最低纲领；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是党的最高纲领。为了实现

无产阶级伟大而艰巨的使命，集中制是必不可少的。  

从俄国党的实际情况看，党的政治组织体制，在列宁时期是民主制加集中制，是民主集中制，在斯大林时期是君主制加集中

制，是君主集中制。  

这就是世界政治组织体制大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  

在世界政治组织体制的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都具有两种属性。第一种：它是由政治制度和组织制度组成的体制，这是每一个

成员都具有的共性。第二种：它是由具体的政治制度和具体的组织制度组成的，是政治组织体制的一种具体形式，这是每一个成员

互不相同的个性。因此，大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两种运行机制，一种体现共性，一种体现个性。  

体现共性的运行机制表现为：组织制度是为政治制度服务的，组织制度是手段，政治制度是目的。拿国家范畴的政治组织体来

说，是君主制（国）和民主制（国）这两种政治制度在根据需要、根据国情选择合适的组织制度为自己服务，不是组织制度根据需

要选择君主制或民主制为自己服务。再拿俄国党的政治组织体制来说，也是民主制和君主制这两种政治制度在选择合适的组织制度

为自己服务（选择集中制，不选择联邦制和自治制），不是组织制度选择民主制或君主制为自己服务。  

对党的民主集中制来说，体现共性的运行机制表现为：集中制（组织制度）是为民主制（政治制度）服务的，前者是手段，后

者是目的。  

一种组织制度为哪一种政治制度服务，不由自己决定，它不能选择服务对象，只能被动地接受服务对象的选择。  

至于体现个性的运行机制，正因为是体现个性，大家庭中每个成员的具体情况就各不相同了。  

对党的民主集中制来说，这种运行机制的具体运行情况颇为复杂。党是由上下级关系构成的权力结构体系。整个党实行民主集

中制，就要求党的各级机关既要实行民主制，又要实行集中制。由于上级机关和下级机关所处的地位不同，对它们的要求也不同。

对上级机关的要求是，实行集中制要以实行民主制为前提，对下级机关的要求相反，实行民主制要以实行集中制为前提。所谓实行

集中制要以实行民主制为前提，是说，要求下级服从上级，首先上级必须实行民主制。而权力机关实行民主制，其一是说，必须选

举产生，而且选举必须真正体现选民的意志，不能流于形式，选举制是民主制的基本特征之一。其二是说，要集体决定重大问题，

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是民主制的权力运作方式，在权力运作方式上，如果不是权力机关集体决定重大问题，而是个人决定

重大问题，或者很少一部分人决定重大问题，民主制就成了君主制或者贵族制，民主集中制就异化成了君主集中制或者贵族集中

制。其三是说，权力的行使必须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不得以权谋私，决定问题要符合实际，这是民主制的根本属性，如果

权力的行使跟民主制的根本属性背道而驰，民主集中制就会异化成特权阶层的集中制或者官僚主义者的集中制或主观主义者的集中

制。实行集中制要以实行民主制为前提，是对上级机关的要求和制约，用我们今天的话说：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至于实

行民主制要以实行集中制为前提，是说，下级机关决定问题要以上级机关的决定为指导，在行动上同上级机关保持一致。否认下级

必须服从上级，否认部分必须服从整体、少数必须服从多数，民主制就成了分散主义和各自为政，成了无政府主义。实行民主制要

以实行集中制为前提，是对下级机关的要求和制约，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民主，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

指导下的民主，这就是民主集中制第二种运行机制的活动轨迹，它是为了防止民主集中制异化变质而对上级机关和下级机关分别规

定的要求和制约。党的民主集中制执行得好不好，对上级机关来说，就是看它是否实行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要求下级机关服从



自己的时候是否做到了以实行民主制为前提，而对下级机关来说，就是看它是否实行了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进行民主决策的时候

是否做到了以上级机关的决定为指导，在行动上同上级机关保持一致。  

党的民主集中制有两种运行机制。作为政治组织体制，它的运行机制表现为：集中制为民主制服务，集中制是手段，民主制是

目的。作为政治组织体制的具体形式，它的运行机制表现为对上级机关和下级机关权力的制约：在民主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

民主。两种运行机制都是在表现民主和集中的关系，第一种运行机制是直接表现，第二种运行机制是间接地表现，通过上下级的关

系来表现。  

三  对列宁民主集中制的重新审视告诉我们什么  

斯大林现象出现后，人们怀疑会不会是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有问题，开始对它重新进行审视。但人们审视的民主集中制不一定是

列宁的原创。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制的政治制度加集中制的组织制度。  

在人类历史上，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是三种基本的政体形式，三种基本的政治制度。在政治制度上实行民主制，就是否定

君主制和贵族制。权力机关实行民主制，就要彰显应当由权力机关彰显的、使民主制区别于君主制和贵族制的基本特征，也就是实

现前面所说的、给上级机关规定的三项基本要求：必须选举产生，必须集体决定重大问题，权力的行使必须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和

利益。列宁的民主集中制要求在政治制度上实行民主制，是在规范和制约权力机关的权力。  

其次，集中制是集权型的组织制度，它的理念的核心是服从，但不同的集中制要求有不同的服从。列宁主张实行的是党的集中

制[11]，它只要求行动上服从，容许思想上不服从。党的集中制包括两个要素，即“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而且“行

动一致”要以“讨论和批评自由”为前提，少数（包括下级）在行动上服从多数（包括上级）的决定的同时，有权对多数（包括上

级）的决定自由地讨论和批评。第一个要素可以防止无政府状态的发生，第二个要素能为掌握真理的少数转化成为多数创造条件。

这种民主性的集中制只能用来为民主制服务，不能用来为君主制服务。用来为君主制服务的集中制没有两个要素，只有一个要素，

要求人们不仅行动上服从，思想上也要服从，对君主的决定不得随便议论，更不容许批评。实行党的集中制，服从要讲条件，是有

条件的集中制，为君主制服务的的集中制，服从不讲条件，是无条件的集中制。列宁的民主集中制要求在组织制度上实行党的集中

制，也是在规范和制约权力机关的权力。  

列宁民主集中制的两个组成部分，从设计思路上看，并不存在先天的缺陷，制度本身是好的。斯大林现象的出现，不是列宁民

主集中制的过错。  

斯大林能搞个人专断，并给苏联人民带来灾难，不是因为他实行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而是因为他破坏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

他既破坏列宁所要求的民主制，把集体行使的权力变成个人行使的权力；又篡改列宁所要求的集中制，把有条件的集中制变成无条

件的集中制，把为民主制服务的集中制变成为个人专断服务的集中制，变成“助纣为虐”的工具和手段。斯大林把列宁的民主集中

制异化成了君主集中制。  

至于斯大林能把党政军三大权集于一身，那已经超出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范围，应该问责党政不分、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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