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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的制度特征与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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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国体与政体相统一的理论，科学认识人民共和国的制度特征及发展进程，对

明晰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和方向，加强政权建设是大有裨益的。 

  主权在民，实现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 

  共和制与君主制的根本区别，是政权归谁掌握。在封建社会实行君主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

化、军事、外交一切大权都由君主一人掌握，可谓之“私天下”、“家天下”、“天下为私”。“君权神

授”、“朕即国家”等命题和论断都是权力集中于君主一人的生动写照。实行共和制，政权由人民所掌

握，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主体是公民。共和国是“公天下”、“天下为公”，是人民对国家

的共同管理。马克思讲过，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古罗马思

想家西塞罗给共和国下了一个经典式的定义：“共和国是人民的事业”，而人民是“许多基于法的一致和

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共同体”。（《论共和国、论法律》第39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

版）美国建国初期著名政治学家汉密尔顿曾指出过：“我们可以给共和国下个定义，或者至少可以把

这个名称给予这样的政府：它从大部分人民那里直接地间接地得到一切权力，并且由某些自愿任职的

人在一定时期内或者在其忠实履行职责期间进行管理。”（《联邦党人文集》第93页，商务印书馆

1997年版）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制定的宪法，都毫无例外地规定了人民主权的原则。例如法国1958年

宪法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意大利1947年宪法规定“主权属于人民”，德国1919年威玛宪法规定“国

权出自人民”。但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规定与现实状况严重不符，资产阶级

共和国所谓的“人民”需要作实质性注解，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广大劳动人民，而是资产阶级的代名

词。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同时宪法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

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重要规定就是把社会主

义国家的国体与政体统一起来。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赋予“人民”以广大劳动人民的真实性含义。主权

在民，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是人民共和国的精髓和最高原则。人民群众是否真正地掌握了国家主权是

真假共和国的分水岭、试金石。离开了主权在民的原则，共和国大厦就失去了根基。新中国成立以

来，我们逐步真正做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人民群众在切身的政治生活中感

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 

  法律至上，依法治国，实现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 

  我国学术界前几年曾经有过“法制”与“法治”的争论。争论的实质就是法律是否具有至上地位的问

 



题，这一争论对提高我国的法治观念具有重要意义。法律伴随阶级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在奴隶社会就

有刑法的规定，我国春秋时代就有郑国正卿子产铸刑鼎的故事。世界上最早的法典是巴比伦王国在公

元前2000年制定的《汉谟拉比法典》。但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法律并不具有至上地位，君主的意

志高于法、大于法。共和国的建立，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治国理念和治国方略，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的原则，这无疑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巨大进步。 

  亚里士多德曾经对法律的至上性作过明确论述：“法律应该在任何方面都得到尊重而保持无上的

权威。”（《政治学》第192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法律至上的原则体现于法律的平等性。恩格斯

曾经指出，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 …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成员，

都应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平等必须超越性别、种族、宗教信仰、财产状况、教育程度等社

会因素。如果允许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不能实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至上原则就不存在了。有

的西方学者把平等看作共和国的灵魂，意义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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