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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论民主的普适性 

发布日期：2007/09/18       

俞可平 

马克思曾经说过：“民主制才是普遍与特殊的真正统一”。论及马克思的民主理论，人们一般都会想到马克思强调民主的阶级

性，强调民主与专政的不可分割，强调民主的经济基础和历史范畴，强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等等。这无疑抓住了马克

思民主观的特点和要害。这些特点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历史上其他一切民主理论明显地区分开来，成为马克思民主理论的标

识。但是，马克思关于民主普遍性的论述，却常常被人忽视。考察马克思对民主的一般概念、普遍价值和共同形式的论述，将有利

于人们更加完整地理解马克思的民主理论。 

一、作为一般概念的民主 

民主最基本的意义始终是“人民的统治”，或“主权在民”、“人民当家作主”。尽管马克思反对抽象地谈论民主，但他同样不否

认一般的民主概念。马克思认为，“民主是一个类概念”，其一般意义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马克思对民主一般概念在以下三

个方面都做出了明确论述：其一，至少在法律形式或制度规定上，民主制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普遍的人，即全体人民；其

二，在制度与人的关系上，人是制度的目的，制度不是人的目的；即国家的法律制度为人民而设立，而不是反过来，人

民为国家的法律制度而存在。其三，在政治过程或程序中，人民是决定性的环节。 

马克思指出，在非民主的政治体制中，国家的基础不是现实的人；而在民主制中，国家的基础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民大众。他说：

“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

度。民主制是国家制度一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哑迷”。 

民主政治的意义还体现在其功能上。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国家的意志上升为普遍意志的人民意志，国家的规则由人民制定，并服务

于人民。换句话说，在民主制中，国家本身并不是目的，组成国家的活生生的人才是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目的。马克思甚至把民

主制的这一规定提升到“民主制基本特点”的高度。 

从过程或程序的角度看，民主政治必须有一整套确保公民权利得以实现的有效机制，政治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体现人民的意

志，受人民的控制。换言之，在民主政治条件下，人民不是被动地等待着享受政府给予自己的民主权利，而是应当主动积极地参与

政治生活的过程，自己就应当是政治过程的决定性环节。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在民主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具有与它

本身的意义不同的意义。每一个环节实际上都只是整体人民的环节”。 

二、作为普遍价值的民主 

无论是按照事物本来的性质，还是按照马克思分析事物的一贯逻辑和马克思自己对民主普遍性的明确论断，马克思的民主观都承认



民主的普遍性。 

马克思认为，民主政治是一切国家形式的最终归宿。人类社会自从产生国家后，就有过不同的国家制度，在所有这些国家形式

中，只有民主制才是国家的最完整形式，从而也是国家的最终形式。民主制具有一切国家形式的最典型的意义，对其他所有国家形

式来说它有着最大的普遍性。进而言之，民主制也是国家制度的最高形式，是国家制度的顶点。在民主制中，全部政治权力回归社

会，国家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就开始消亡了。要实现无国家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民主制是必经的最后环节，只有在民主政治的

条件下，国家才会消亡。 

马克思指出，只有实现真正的民主，人类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马克思把他所要实现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界定为一种“自由

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以“每个人自由发展”来界定“人的解放”，

而人的“自由发展”则是最为重要的民主价值。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条件下，自由的价值才可能实

现。 

因此，争取民主权利，便成为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在马克思眼中，民主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从根本上讲，民主是一种国家制

度，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上层建筑，最终服务于经济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是实现人类解放的手段。另一方

面，由于民主是一种价值，因而，它又是人们所要争取达到的目标。马克思在以下两种意义上将民主看作是无产阶级追求的目标。

其一，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时，劳动人民要努力争取各种在法律形式上规定的民主权利。其二，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真

正实现民主，更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价值所在。民主对于夺取政权后的无产阶级来说甚至比它在夺取政权前更加重要，因为工人

阶级自己的政权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为民主的真正实现奠定了现实的政治经济基础。 

三、作为共同形式的民主 

虽然马克思肯定民主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但这也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因此而否认民主有着共同的实现形式。马克思一生并没有经历

过他所努力奋斗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从而也没有专门就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做过系统的论述。然而，马克思却亲眼目睹了一个与资

本主义国家有着本质区别的特殊政权形式，即巴黎公社，他对巴黎公社的系统论述，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他关于未来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的基本设想。从他的论述中，我们会看到，马克思并未完全拒斥人类在历史上创造的许多共同的民主形式。 

民主政治需要代表制。“人民的统治”通常是间接的，即由“人民的代理人”与“代表机构”代表人民的“公意”管理国家的政

治事务。在民主政治下，这样的“代理人”通常是政府官员，而“代议机构”或“代表机构”则是议会。通过这样一种“代表机

构”和“政府机构”的形式，实现人民的民主统治，马克思是肯定的。19世纪50年代，英国工人在曼彻斯特成立了自己的工人议

会，作为人民自己参与管理的政治机构，马克思就亲自写信表示热烈祝贺，并指出：“这样一个议会的召开本身就标志着世界历史

上的一个新时代”。 

民主政治需要选举制。在间接民主条件下，直接管理国家的“代议机构”、“政府机构”及政府官员是否真正代表人民的意志，

便成为判断民主真假的关键所在。要使政府及政府官员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人类至今发明的最有效方法，便是自由的、公正的选

举，即由人民自由选择管理自己国家的官员。马克思非常清楚这一民主政治的常识，也同样把普选看作是民主政治的最重要形式。

他在《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对巴黎公社的普选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会组成的。

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 

民主政治需要社会自治。民主是人民自己的统治，人民的自我管理是民主的应有之义。而且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自治的程

度应当日益提高。按照马克思的逻辑，当人民完全地、彻底地自治时，民主也就开始消亡了。社会自治有两种基本方式，即职业自

治和地方自治。从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相关论述中我们看到，他对社会自治是采取鼓励态度的。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的存在“自

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地方自治已经不是用来对抗现在已被废弃的国家政权的东西了”。换言之，在马克思所设想的民主

形式中，地方自治就是人民自我管理的实现形式。 



民主政治要求人民大众的政治参与。民主是“人民的统治”，没有公民的政治参与，就没有民主政治。马克思十分清楚公民参

与对民主政治的实质性意义，因而一直鼓励劳动群众的政治参与。后来，他欣喜地看到，在巴黎公社中，普通的劳动大众不仅参与

政治选举，而且可以担任公务员，直接参与政治生活的管理和对公社权力的监督。马克思赞赏它说：“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

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

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 

民主政治要求人民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权力的监督至多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事务，人民群众

根本就没有现实的条件去监督国家政权。但在巴黎公社中，马克思看到政治权力真正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事实上，马克思

是将人民的选举权与监督权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人民民主权利的整体看待的，在先后三稿对巴黎公社的论述中，只要谈及由全体人

民选举公社的代表及其管理者时，他紧接着就总是强调，这些民选的代表和成员必须严格遵守人民群众的意愿，人民有权罢免和撤

换他们。公民有权罢免不称职的政府官员，这是公民民主监督权的真谛所在。 

民主政治要求“廉洁政府”。真正的民主，意味着国家官员只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主人，他们不能成为一个社会的特权

阶层，更不能贪污腐败。马克思特别痛恨官僚特权阶层的存在，认为这是完全与民主政治的精神背道而驰的。只有彻底打碎这样的

官僚特权机器，消除政府官员的各种特权，才能实现还政于民。他十分向往一个廉洁政府，对巴黎公社建立廉洁政府的根本举措给

予了充分的肯定：“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

切特权以及办公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 

民主政治要求“廉价政府”。“廉价政府”，意味着政府以较低的行政成本取得较高的行政效率，它要求尽量减少政府机构的数

量和规模，同时尽可能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马克思十分重视“廉价政府”对于人民民主的意义，把它视为“真正民主制”的一个

重要内容。他认为，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王朝时就提出了“廉价政府”的口号，但从来没有实现过也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只有将

政府机关由社会的主人变成人民的公仆，彻底改变政府机关和政府官员的性质，才能真正实现“廉价政府”。马克思认为，巴黎公

社的实践使得人们梦寐以求的“廉价政府”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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