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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我国的民主是有边界的，它应该服从法律，执行制度，遵守秩序，讲求实效，尊
重历史，体现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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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面临的世情、国情和党情，决定了我国民主制度选择的可能性空间。这个空间就
要求中国的政治制度必须是民主的，必须能够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建设家园、追
求幸福美好生活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个空间也要求我国的民主必须是有边界
的，必须具有中国特色，必须能够真实有效地实现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和保障大多数人的
共同权利。 
民主是有边界的，民主务必服从法律。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古希腊著名改革
家、雅典民主奠定人梭伦认为，民主“服从的不是统治者，而是法律。”在当时的历史环
境下，能够使用“法律”这个“盾牌”来平衡阶级之间的“权力”与“权利”问题，确实
为古雅典共和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开辟了新路。历史经验表明，民主化的过程就是法制化
的过程，就是依照法律发展民主的过程。英国于1215年签署的具有开创意义的法律文件
《大宪章》，虽然对权利的分配与现代民主迥然不同，但形成了近代西方民主政治最初的
雏形。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关键就是要解决好“权力”和“权利”两个问题。而要真正
解决好民主的这两个主要问题，就必须依法办事。宪法与法律就是民主的边界与框架，任
何偏离或超越法律的民主是不可想象的。尽管各国的宪法主要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
益，但为了稳定统治秩序，统治阶级也必须通过根本大法来对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进行
平衡。任何一个底层民主政治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至上原
则，所有的民主变革活动都应该依照宪法和法律实施，务必依法维权，必须尊重法律原
则，而不是付诸于各种冲突。 
民主是有边界的，民主务必执行制度。社会主义民主是广大人民在客观的历史阶段选择和
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个选择和创造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根据客
观历史条件进行设计出来并需要共同遵守的。西方民主制国家面对市场经济消解社会经济
平等和腐蚀权利问题时，曾经被迫提高制度化水平，完善权利制衡，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
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而当今中国也面临类似的情况，需要我们积极借鉴他人的经验，不
断提高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水平，努力完善监督约束机制，以解决民主政治建设遇到的新
问题。虽然行政的强制手段和方法有时也能奏效，但始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紧紧依
赖于宪法设定的民主和法治机制，在市场经济导致多元化利益格局的复杂情况下，未必能
够从时空上调和与平衡这些不同的利益关系，需要及时地用地方性、规定性、规范性的制
度来有效化解这些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这些地方性制度所起的完善权力制衡、规范民众行
为、促进民主活动有序运行的作用不容置疑。 
民主是有边界的，民主务必遵守秩序。民主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序发展的，并非像柏拉
图在《理想国》中所说的那种“民粹状态”。法国政治家罗伯斯庇尔对秩序形容得很贴
切：“一切卑鄙的私欲被抑制下去，而一切良好的和高尚的热情会受到法律的鼓励”。我



国的民主政治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形成并有序运行的：既坚持党的领导，又坚持人民当家
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充分体现了最广泛的民主，是政治文明与制度文明的有机结
合，整合了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确保了民主政治既规范有序，又充满活
力,使之达到和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了秩序就有了发展,有了发展就有了人们期盼的公
平和正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更是现代意义上的运行有序的人民民主，秩序是这个社
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十年 “文化大革命”这个典型的例证告诉我们：没有权利的制
度秩序，没有对权力进行制约的制度秩序，民主的愿望都有可能走向反面，反而会受到民
主规律的严厉惩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特别需要一种良好的秩序,人们只有在这种
良好的秩序下才能发展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民主是有边界的，民主务必讲求实效。当前，我们面临着诸如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收入
分配、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问题，人们普遍感到贫富差距在拉大，看病贵、上学难、房
价高、就业难，这些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体制机制的不完善，民意诉求渠道不很通畅，
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还有障碍，社会腐败现象还不同程度存在，社会面临诚信缺失、道德
失范等。如果把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等同于人民直接当家作主的实现甚至完全实现，就会
遮蔽民主政治建设的艰巨性，就会延误民主进程的有效推进。民主发展的特点决定了我国
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充分考虑民主发展的实效，而不是形式；必须不断健全中国基本的国
家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扎实推进民主建设，而不能整套移植西方的民主制度，走“速成
式”民主建设之路。激进速成的民主制度对广大人民来说，只能是名惠而实不符的“空中
楼阁”。民主的作用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能够推动变革，如果操之过急、超越现实，就
会造成冲突，为特殊时期产生的精英阶层提供更不民主的藉口和土壤,这种超越现实的民主
实际上是一种倒退。变革现实的途径有多种选择，我们并非只能在承认现状或加剧冲突这
两种之中来选择一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仅不能脱离国情、党情，还要遵循民主
政治建设的基本规律，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有序发展民主政治，注重实效而不追求
形式。 
民主是有边界的，民主务必尊重历史。民主的发展程度是民主原则和民主精神实施的程
度、状况和水平，总是要受人口整体素质和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条件的制约。我国民主制
度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符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
际，体现了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既合乎时代发展潮流，又符合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也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胡锦涛同志强调指
出，要深入把握新形势下发展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的规律和特点，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
精神，善于把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实践中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上升为政策，
把成熟的政策上升为法律法规，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建设的水平。我国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建设要在树立中国主体思维的前提下，注意调动底层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走扩
大参与、稳健探索的底层民主之路，并不断整体推进民主政治与经济社会的相互促进、共
同进步、全面建设。 
民主是有边界的，民主务必体现集中。我国的民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是一种“由下而
上”的直接民主和“由上与下”的间接民主的内在有机结合，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相
符合的。集中是民主的必然要求和归宿，集中的是民意、民智、民力，民主是集中的前提
和基础，如果民主发扬得不好，集中就会失去广泛的基础，就难以保证其正确，如果在民
主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得不到贯彻和实施，同样是对民主的践踏和背离。民主和集中的这种
有机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尤
其是在当前不同利益的社会阶层、社会成员要求把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反映到包括法律制度
在内的上层建筑中来的新形势下，我们更需要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相结合，既不能离开民主讲集中，也不能离开集中讲民主。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反映人民
意愿，集中人民智慧，代表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无论哪一种民主形式，
不论它有多么动人的名称、多么动听的言语，都必须要有利于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推动
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共同富裕。要做到这一点，没有民主基础之上的集中，肯定是办不
到的。 
我们坚信，只要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中勇于创新和探索，注意在结合点上求突破，注
重在着力点上求稳健，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之路必定越走越宽广。 
(本文作者：中共四川省南江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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