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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是数千年世界政治文明发展形成的特定政治范畴，一直为世人所关注。

自古希腊文明开始，人类就对民主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和追求。今天，科学准确地认识和把握民主

的实质，对于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将大有裨益。 

  民主是一种认识 

  “民主”一词，最早出现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之中，是由希腊语“人民”和“统

治”组合而成，意为由人民进行统治。由于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下的人们，参与国家事务

管理的要求和程度不同，因而对民主的理解有着很大的差异。从这种意义上说，民主就是人们对自身

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一种认识。 

  说民主是一种认识，体现在民主作为一种价值理念，人们对其有着不同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民主

观认为，民主是指一定社会的统治阶级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一种方

式。资本主义民主观认为，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争，是一人一票的选举。现实生活中，人们对

民主的理解和感受更是多种多样。有的从思想层面理解，认为民主就是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有的从

政权层面理解，认为民主就是以轮流执政的方式实现政权更替；从权力层面理解，认为民主就是人民

对权力的制约；有的从社会层面理解，认为民主就是冲突社会集团间斗争或妥协的一种方式；有的从

个性解放的角度理解，认为民主就是自由或由民作主，等等。可见，民主虽然只有两字，却有多种理

解。 

  说民主是一种认识，又体现在民主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不同国家对其有着不同的标准。感悟民主

如同感受季节，同一季节，不同的人感受是不一样的。比如，美国式民主标榜民有、民治、民享，推

崇人人选举、投票；北欧式民主主要是缩小贫富差距，因而突出强调高税收、高福利；社会主义民主

的标准主要是人民当家作主，因而注重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和社会整体利益。 

  说民主是一种认识，还体现在民主作为一种重要手段，与实现国家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息

息相关。无论对民主主观上怎么看，最终都要落到客观的效果上来。一种民主可能给有的国家带来的

是福音，助其经济腾飞、政治发展，而对有的国家可能是灾难，导致政权频繁更迭、国家四分五裂。

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有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结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

走自己的路。究竟应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我国的民主制度？衡量一种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关键

要看最广大人民的意愿是否得到了充分反映，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是否得到了充分实现，最广

大人民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障。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从中国革命、建



 

设和改革实践的效果着眼，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有利于实现和发展人

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与优势，有利于保持国家政体的稳定

和社会安定团结，有利于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民主是一个过程 

  民主作为上层建筑，它的存在与发展、内容与形式，归根结底由经济基础决定，同时受同属上层

建筑的政治、法律、思想文化、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不存在超越具体历史阶段的民主。任

何国家都不可能想搞什么民主就搞什么民主，想要什么民主就有什么民主。民主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

在规律，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必须与各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等相协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

过程。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民主经历了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递进演变。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

在自由、民主、平等、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但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产

阶级民主，和过去的民主一样，都是少数人的民主，在本质上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仍然是富人

的游戏、钱袋的民主。 

  作为人类发展史上一种崭新的民主形态，社会主义民主是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实现的第一个非剥

削制度下的国家民主。尽管社会主义民主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但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发展也是一

个长期渐进的过程。 

  当前，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把初级阶段的

长期性仅仅理解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性，以为只要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就彻底解决

了。其实，社会主义民主与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一样，必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不能超越

客观历史阶段。特别是我国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影响，民主从理想变为客观现实绝非一朝一夕之

功。发展民主一定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和实际出发，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

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的不断提高相适应，做到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必须坚持党的

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有步骤、有秩序地、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政治

体制改革，既要形成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长远发展战略，又要有持续的阶段性目标，逐步扎实推进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民主的多样性 

  民主作为人们的理想追求和国家的制度形态，其特定价值必须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制度、体制、机

构和程序等体现出来。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千差万别，民主的实现形式也千姿百态。从某种角度来

说，民主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发展越充分，对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贡献也越大。 

  一国采取什么样的民主实现形式，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民主本质理解的不同，民主生

长环境的不同，都会导致民主实现形式的差异。当今世界民主政治形态，主要可以分为资本主义民主

和社会主义民主两大类。总体类型属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范畴的西方国家，其民主实现形式形态各

异，没有哪个国家与另一国家完全一样。如西方各国都宣称实行“三权分立”，但英国是议行调和，美

国是三权并列，而法国是行政主导。 

  任何一种民主实现形式都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和智慧结晶，必须尊重各国的差异性和多样

 



性。拉美、非洲等一些国家直接复制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非但没从中受益，反而是民主推行到哪

里，就把风险和灾难带到哪里。如果说西方的民主实现形式长着“白皮肤”，那么，中国的民主形式就

应该长着“黄皮肤”，非洲的应长着“黑皮肤”。民主实现形式应是多样性而不是排他性，这样才有利于

各国之间相互学习、彼此借鉴、共同发展，丰富民主政治发展的大花园。 

  一些人向往西方的民主模式，可能看重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高度发达和政治上的自由竞争。

但是他们没看到，脱离具体的经济基础、法律制度、民主精神等条件，搞多党竞争、轮流执政，必然

容易分散社会资源、降低执政效率，引发政治冲突，不但难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反而可能造成社

会的动荡。这既得不偿失，也不符合实行民主的初衷。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始终从国情

出发，在坚持以我为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襟和气

魄，积极吸收借鉴其他国家民主实现形式中的有益成分，不断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

主渠道，使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和优势更加凸显，为世界民主政治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作者：中共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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