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第 2 期 探索笔会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从中国来看，

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是“飞来峰”，而是有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开创了人民民主的新时代;

从世界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超越了西方单过程选民民主，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全面深入阐释全过程人民民

主是学科发展、学术进步、话语创新的必然要求。本期“全过程人民民主”专题从历史逻辑、比较视野、实践场域角度，

呈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建构历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超越性和引领性以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用性和适用性。

———特约召集人 王炳权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话语结构的流变

彭 冲1，王炳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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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民民主话语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和维护人民当家作主而使用的一系列话语叙事。人民民主话语结构

体现为目标与策略、价值与实践的统一，它的内在流变源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话语目标指向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策略指向发挥人民民主的动员功能、动态调整革命

依靠的力量;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民民主话语目标指向巩固新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策略指向确立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人民民主话语目标指向继续围绕建设社

会主义国家展开，策略指向坚持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法治的统一，探索中国式民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民

主话语目标指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策略指向发扬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走好线上线下群众路线、推进全过程人民民

主。把握人民民主话语结构的流变，有利于理解中国式民主的丰富内涵，以及民主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刻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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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与文献述评

2021 年 10 月，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指出，“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1］，并强调要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发挥好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作为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随后发布的《中国的民主》白皮书

指出，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民主形态，中国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它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

革命、改革、发展实践探索的结果，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人民利益。中国的人民民主是广泛、真

实、管用的民主，它不仅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还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2］。人民民主

话语作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政治表达，是有关民主目标与策略、价值与实践相统一的语言叙事。

目前关于人民民主话语的研究主要聚焦领导人的人民民主话语及其实践形式两个方面。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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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研究毛泽东的人民民主话语，分析其表述变化背后的政治考量［3］; 研究邓小平、江泽民、

胡锦涛的人民民主话语，发现“发展”是共享词汇［4］; 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选举民主、基层民主、协

商民主以及网络民主等人民民主话语的实践形式［5］; 也有学者研究 20 世纪中国共产党从找到

民主新路到推进依法治国的探索历程［6］。此外，作为新时代人民民主的新形态，全过程人民民

主广受关注，不少学者探索其理论形态［7］、传统资源［8］、实践形式［9］，试图进一步充实人民民主

话语的理论内涵。这些理论成果为研究人民民主奠定了基础，但总体上断代史叙述居多，人民

民主话语特征提炼较少，对百年来人民民主话语结构流变把握不够。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10］。曼海姆指

出，话语是思想的载体，有明确指向性，它反映了说话人的立场，受到历史环境影响［11］5－11。福柯

强调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社会中存在为了话语及用话语而进行的斗争，话语是必须被控制的力

量［12］3。费尔克拉夫突出话语的多功能属性，即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还建

构或“构成”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他尝试从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三个向度分析话语与社会

的互动关系［13］3。弗里登关注话语的结构，把话语分为“核心—相邻—外围”三层，认为话语结构

随时空环境变化而变化，曾处于话语结构核心的表达随时空环境变化可能会被边缘化，话语从

核心到边缘也体现为从抽象到具体的关系［14］61－62。这些思想家有关话语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表

明: 话语与社会相互作用，社会决定了话语，话语的变化反映并作用于社会的变化; 话语反映权

力关系、实现意义的传达; 话语结构存在时空差异性，言说者或书写者通过核心词、句子表达的

变化传递不同的目标指向以及相应的策略。人民民主话语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和维护人民当

家作主而使用的一系列语言叙事，它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话语表达形式，具体体现为目标

与策略、价值与实践的统一。为充分理解人民民主内涵，有必要将其话语结构流变和社会环境

的变迁联系起来。

具体而言，将人民民主话语结构的流变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考察更具科学性。

这一历史分期来源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它准确界定了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共产党各时期的共同话语，

揭示其结构在时间序列上的区别和联系对于深刻认识人民民主具有重要意义( 见表 1) 。

从表 1 可以看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基于

对“三座大山”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中日民族矛盾的把握，根据革命形势变化，不断调整人民民主

话语表达策略;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处于革命向建设过渡期，人民民主话语服务于巩固新

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策略表达体现出开创性和探索性特征，比如确立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大民主;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基于对上一历史时期的反

思和总结，人民民主话语在继续围绕建设国家的目标基础上，在策略表达方面体现为坚持民主

与集中、民主与法治的统一、探索中国式民主等;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基于社会主要

矛盾的转变，人民民主话语内涵更加丰富，取各历史时期人民民主话语表达之精华，结合实践需

要不断充实内涵，比如目标上指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策略上包括发扬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走好线

上线下群众路线、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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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话语结构的流变

历史分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改革 开 放 和 社 会 主 义

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中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

“三座大山”与人民大

众的 矛 盾; 中 日 民 族

矛盾

“三座 大 山”与 人 民 大 众

的矛盾; 人民日益增长的

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

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人民 日 益 增 长 的 物 质

文化 需 要 同 落 后 的 社

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人民 日 益 增 长 的

美好 生 活 需 要 和

不平 衡 不 充 分 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

长期目标 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人
民
民
主
话
语

核心目标 革命建国 巩固政权 建设国家 治理国家

主要策略

民主革命依靠力量是

变化 的; 以 阶 级 分 析

看待 人 民 民 主; 重 视

人民民主的动员功能

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

推进社会主义大民主

继承 和 发 扬 民 主 集 中

制; 加强社会主义法治

建设; 形成“三统一”治

国方针; 推进基层民主

政治建设

发扬 社 会 主 义 协

商民主; 走好线上

线下群众路线; 推

进全 过 程 人 民 民

主

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人民民主话语

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话语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话语的继承和发展，是适应中

国革命实际的创造性提法。“人民民主”一词虽于 1936 年才正式提出，即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

斯诺的谈 话 中 提 出，“苏 维 埃 政 府 赞 成 建 立 这 样 一 个 统 一 的 人 民 民 主 政 府 的 理 由 也 即 在

此”［15］306。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较早阶段诸如“无产阶级专政”“工农民主政权”“各革命阶级

联合专政”等提法与“人民民主专政”内涵接近，“中央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本无实

质上的区别”［16］682。不同之处在于不同时期的表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所依靠的革命力量的构成

有差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人民民主话语基于对“三座大山”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中日民族

矛盾的认知，服务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建国的历史使命。

一是要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宣告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为实

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解释，社会主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人民群众致力于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压迫，消灭私有制，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

会奋进。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抱着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的压迫，实现劳苦大众翻身作主、实现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理想，这是“人民民主”的朴素表

达。事实上，20 世纪初，建立新中国是各种进步力量的第一要务，宋教仁试图通过组党造党形式

统一全国、建立民主政权; 孙中山试图通过少数人革命推翻反动统治，最后认识到“必须唤起民

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7］1128，才能建立民主共和国。但实践证明，资产

阶级民主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共产党人受十月革命的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

现多数人的民主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因为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西方民主是资产阶级

民主，是旧式民主，是建立在少数人对广大无产阶级剥削压迫之上的民主，是“吃人政治”［18］736。

经过 28 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这标志着

建立人民民主国家的理想转化为现实，人民从此不再受到剥削压迫，都享有了平等的权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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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话语的核心目标指向革命建国，要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二是民主革命依靠力量是变化的。受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影响，早期中国共产党认为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依靠力量是工业无产阶级，革命就是通过发动城市工人去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

级专政，“我们现在做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哪有空去做乡村工作”［19］179。工人罢工虽然取

得不少胜利，但面对军阀打压、帝国主义压迫，工人运动走向低潮，另寻革命道路迫在眉睫。毛

泽东通过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和对革命实践的反思，逐步认识到需要发挥农民的力量，总结出“以

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此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重心转向了农村，开辟了不少“乡村工农民

主政权”，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实现农民翻身作主，动员农民参加革命，革命依靠力量转向城

市工人和广大被压迫的农民阶级，革命政权实行“工人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它对于工农是广

大的民主，但绝不容许有任何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参加”［20］67。随着中日民族矛盾日渐上升为社

会主要矛盾，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民主和抗日联系在一起。1937 年 5 月，毛泽东指出，新阶段的

任务是争取民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民主也不行，“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

的中心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

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21］255。基于实现民族独立必然性、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民主

革命的依靠力量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一切爱国人士。针对抗日

形势好转，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倾向愈发明显，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民主、统一”口号，呼吁

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在此期间，“人民民主”也逐渐成为固定表达，频繁出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的讲话中，民主革命的依靠力量泛指一切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综上可知，中国共产党对

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依靠力量的认识是随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以及革命形势变化而变化的，这体现

了人民民主话语表达的策略性和灵活性，意在团结多数人力量夺取革命胜利。

三是以阶级分析看待人民民主。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

争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历史呈现出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

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自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传统，用阶级分

析法来把握革命形势、认识人民民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认为人民大众受到“三座大

山”压迫，无产阶级需要领导革命力量实现革命胜利，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而无产阶级之

所以是领导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力量，是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

的彻底性”［22］1479。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自身孕育的掘墓人，是新社会的专政力量，因此要意

识到民主与专政的统一，“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

人民民主专政”［22］1475。如果人民民主抛弃阶级专政，可能会导致反动力量的反扑，人民大众再

次面临被压迫剥削的境地。

四是重视人民民主的动员功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高举“人民民主”旗帜有利于团结和

动员广大群众，进而推动革命进程，“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

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20］202。事实上，中

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充分发挥了民主的动员功能，比如发扬民主、解放农民、开展土

地革命，获得农民支持; 抗日战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实行“三三制”，开展减租减息，在敌后抗日

根据地争取各阶级的支持; 团结国内一切进步力量，组成“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瓦解日本帝国主

义对中国的侵略; 面对国民党独裁企图，呼吁维护“人民民主权利”。毛泽东在纪念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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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28 周年的文章中也提到，“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

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22］1481。人民民主的动员功能体现了话语的行动功能，话

语不仅用于解释世界，还试图影响话语接受者对世界的看法，进而达到改变世界的目的。人民

民主背后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有普遍的道德正当性，它能说服话语接受者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行

动，为取得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民主话语表达充分反映了时代境况，中国共产党致

力于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基于对革命形势的把握和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认识，不断调

整民主革命依靠对象，以有效动员多数力量夺取革命胜利。因此，这一时期人民民主话语核心

词围绕“建国”“抗日”“反蒋”“团结”“动员”等展开，其话语结构可总结为: 目标上，建立人民当

家作主的国家，实现人民翻身作主，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 策略上，依据革命形势和社会主要矛

盾变化，动态调整对民主的阶级基础的认识，以及对民主革命的依靠力量的认识，充分实现人民

民主的动员功能。

3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人民民主话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改天换地的大事，“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人民

民主时代”［23］432。伴随新中国的成立，人民民主话语上升为国体表述，被写入具有临时宪法性质

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以下简称《共同纲领》) ，随后又被写入国家宪法，人民民

主话语结构开始作出调整。新中国成立初期，鉴于新生政权地位未稳，国民党军队残余、阶级剥

削压迫事实仍然存在，这就要求人民民主话语一方面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内涵，具有革

命、动员属性; 另一方面又要回应新阶段新使命，人民民主话语要能体现人民主体地位，能促进

社会主义建设。

一是巩固新生人民民主政权。政权的新生标志着新事物的诞生，但旧势力仍然存在，需要

对其进行连根拔除才能促进新事物的成长。中国共产党对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以“巩固新

社会秩序及保护人民合法权益”“保卫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24］451名义进行宣传，并将话语与行

动结合起来，巩固新生政权。比如，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颁布《共同纲领》，确立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确保新政权运行有依托; 继续追剿国民党军队残余，和平解

放西藏，开展大规模剿匪斗争、镇压反革命运动，维护社会秩序; 接收帝国主义在华资产，没收官

僚资本企业归国家所有，逐步恢复和发展经济，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继续推进土地改革，采

取“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

土地改革路线; 抗美援朝，确保我国发展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等［25］。因此思考新政权诞

生时的人民民主话语，离不开对这些措施的叙述，人民民主话语为这些措施提供了行动正当性，

这些措施则是人民民主话语的实践表达。

二是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同纲领》明确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

地位，但迫于国内军事活动尚未结束，各项基本的政治社会改革工作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经济也需要一个恢复时期，人民代表大会并未立即召开。1953 年时机成熟，中央政府开始筹备

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这次会议召开的意义，毛泽东强调，“这是中国人民流血牺牲，为民主

奋斗历数十年之久才得到的伟大胜利。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更加发扬人民民主，加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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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26］。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确立到落实也体现了人民民主话语由抽象到具体的实践过程。

1954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

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

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人民民主话语也发生了从权利诉求到权利践行的重大转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

主话语意在向专制者呐喊权力属于人民所有;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权力已经属于人民，人

民开始选举人大代表，借助公共权力来治理国家，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使权力来践行人民

民主。

三是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

要求消灭剥削、消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对国内仍然存在的资本主义要素必须进行社会主义

改造，使其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要素的留存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

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策略有关。彼时，中国共产党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充分发挥“人民民主统

一战线”作用，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但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资

产阶级的剥削压迫本质就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了。事实上，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时期，资本

主义工商业虽然仍起到一定作用，但和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明显，以致工人阶级和

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就转变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因此，只

有实现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才能保证人民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人民民

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认识更多探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相对忽视生产力问题。

四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共产党推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

论”等“大民主”。初心是清理党内腐败，确保政权性质不变色，但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社会有序

发展。不过，“大民主”为中国后来的民主政治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比如要坚持党的领导、实
行民主集中制、完善法治建设。我们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来客观看待历史。正如

习近平所说的，“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

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

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

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27］112。随着社会发展步入正轨，“大民主”也被人民

民主话语结构边缘化。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人民民主话语随着上一阶段目标的实现，自然不会再包括抗日

反蒋、革命建国等议题，而是与时俱进、适应新政权建设。人民民主话语表达围绕巩固新政权、

恢复发展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发展“大民主”等展开。换句话说，人民民主话语结构可总结

为: 目标上，巩固新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充分保障人民主体地位; 策略上，确立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实行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等，推进社会主义大民主。这些话语充分体现了新政权的主

要工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4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人民民主话语

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验总结与反思，以及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

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作出改革开放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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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决策。在民主政治建设上，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民主与集中的统一、民主与法治的统一，随着

人民群众权利意识觉醒，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成为大势所趋。面对西方“和平演变”图谋、苏联解

体、东欧剧变时局，中国共产党强调建设中国式民主的重要性，最终确立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治国方针。

一是继承和发扬民主集中制。人民民主话语实践表达包含民主集中制。事实上，民主集中

制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它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确立。党的六大提出，“实行真正

的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的讨论和集体的决定主要问题; 同时反对极端民主主义的倾向，因为

这是可以破坏党的纪律”［28］395。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还曾提到:“我们的目标，是

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

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

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29］485但因对政治发展和社

会建设规律把握不够，这一传统在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很好地继承和发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民主集中制成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原则，“没有充分的民主，就没有很好的集中，但

不能够搞无政府主义”［30］239。从鼓励争论、调动积极性的角度出发，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民主作

用，认为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要通过民主来促进思想解放，有效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

见，释放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民主集中制成为人民民主话语的核心表达，它在人民民主话语结

构中重要性的变迁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建设和发展的曲折探索。

二是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国家工作重心

重新聚焦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

社会主要矛盾的回应。现代化建设要求有一个非常稳定的政治、社会局面，法治建设被提上日

程。人民民主话语更加富有现代性和建设性。邓小平曾这样评价:“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

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31］116邓小平强调:“社会

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

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32］359民主与法治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

体对人民民主话语的重要贡献，现实政治运行也越来越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也深深影响

了之后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建构，比如“三统一”的确立。“法治”也成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新时代，中共中央还印发了《法治中国建设规划( 2020—2025 年) 》，法治

实践被放到突出位置，“法治”充分融入人民民主话语中。

三是形成“三统一”治国方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显著特征，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人民民主话语

的核心表达。“三统一”治国方针的产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结果。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面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以及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邓小平意识到了建

设中国式民主的重要性，要求党员干部提高警惕，提防意识形态风险。随后，初步形成了“党的

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民主政治模式。“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

中国的实际出发，绝不能照搬西方的多党制，不能搞三权分立、两院制那一套。推进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建设，必须处理好党的领导、发扬民主、依法办事的关系。党的领导是关键，发扬民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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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依法办事是保证。”［33］343对法治的重视是基于过去经验的总结，只有实行法治，国家才有秩

序;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前提，离开这一根本前提，国家会蜕化变质; 人民当家作主

则是国体表述，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在要求。此后，“三统一”成为人民民主话语的核心表达，凡

提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都会提到“三统一”。

四是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基层是离人民群众最近的地方，基层事务也是人民群众最了

解、最为关切的议题，人民群众参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人民民主最真实的体现。邓小平曾提

到，“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

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34］512。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权

利意识逐渐觉醒，自我管理诉求日渐增加，加之，推进基层民主政治能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创
造性，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基层民主建设得到国家支持。向基层放权与

发挥民主关联起来，“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

主”［31］252，“使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权利，特别是要给基层、企业、乡村中的农民和其他居民以更多

的自主权”［31］210。在群众自发和国家主导结合下，基层民主建设蓬勃发展。党的十五大报告指

出:“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

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35］301998 年还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的试行限定，村民自治在全国范围内广泛铺开，村民参与政治生活“皆大欢喜”［36］303。由此可见，

基层民主在人民民主话语中的重要地位，它成为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人民民主话语体现了建设属性，反映了中国现代

化建设步入正轨。这一时期的人民民主话语核心词包括“民主集中制”“法治”“三统一”“基层

民主”等。其结构可总结为: 目标上，继续围绕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这是对上一历史时期的延续;

策略上，基于对“大民主”的反思，为实现民主政治有序发展，更好推动社会建设，强调坚持民主

与集中的统一、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并初步确立了“三统一”，伴随社会的发展，为更好调动和回

应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人民民主话语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就人民民主话语而言，它

继承和发展上一历史时期的话语表达，比如民主与集中的统一、民主与法治的统一、“三统一”等

被保留下来，构成人民民主话语核心。同时为回应新时代的新矛盾，人民民主话语要致力于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民主促民生”［37］。

一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话语指向建立人民民主专政

国家不同，新时代的人民民主话语则是指向如何有效治理国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及时回应不断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更好将“初心使命”转

化为现实的需要。新时代，人民民主要能有效地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全面脱贫，向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 要能使人民享受社会主义发展成果，确保人民群众能公平分配国

家发展的“蛋糕”，彰显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 要能扩大人民政治参与，确保人民享有广泛参

与政治生活的权利。我们不仅要有成果民主，也要有过程民主; 不仅要有实质民主，也要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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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等已日臻完善后，实质民主要更上一个台阶。

为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力推进社会民生建设，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改革有效推进，

腐败治理取得良好效果，而这些都是对人民期待的回应。还需高度重视的是，为更好治国理政，

党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还确立了未来 30 年国

家发展的阶段目标等治国理政的顶层设计方案，为国家发展提供了指导。人民民主国家是一个

物质丰富的、社会有序的、政治清廉的、人民生活自由的国家，是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二是发扬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38］

协商民主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社会矛盾日益

复杂化、人民利益日益多样化，基层选举中出现的贿选问题，第三世界国家照搬西方民主模式所

导致的国家衰败等，是协商民主得以铺开并上升为一种政治制度的背景。再者协商民主更符合

人民心理期待，因为“多数中国人更愿意选择协商，而不是投票表决”［39］68。协商民主是社会多

元共治的表现，有利于找到改革的最大公约数，形成凝聚力，它是对选举民主的有效补充。习近

平指出:“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

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40］293党的十八大以后，“协商民主”作为重要的民主政治

实践被正式纳入人民民主话语体系。2015 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

意见》，形成了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协商等多

种协商形式。“从党的十八大到十九大五年间，党中央召开或委托有关部门召开的协商会、座谈

会、情况通报会共计 110 多次，其中习近平主持召开或出席的就有 20 多次。”［41］400

三是走好线上线下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我们党来自人民、植
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38］66群众路线是革命胜利的保障，是党永

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要求。新时代群众路线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只要我们深深扎根

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就可以获得无穷的力量，风雨无阻，奋勇向前”［42］。新时代走好群众路线

包括线下和线上，二者有效结合。线下群众路线，即领导干部要常态化推开门、走出去，下基层

去考察调研，直接了解人民群众的愿望、诉求、意见、建议等，做到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

群众中去。同时还要打开门、迎进来，主动听取来政府部门表达利益诉求的群众心声，让群众真

切感受到政府是人民的公仆。就线上群众路线而言，即充分发挥互联网作用，借助大数据分析

技术梳理人民群众关切事项，纳入决策考虑重点。习近平强调，要“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
展工作”“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

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43］。政府部门还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情况通报等形式，及时回

应民众关切的事。群众路线在新时代被高度重视与中国共产党不断强调党的“人民性”，以及互

联网技术发展能更好推动国家治理有关，体现了党与时俱进、人民民主话语不断丰富完善的特征。
四是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人民民主话语在新时代的新表达，它的提

出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规律认识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制度创新、实践创新的经验结晶。首先，全过程人民民主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

性和优越性，体现了人民民主的实质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的形式是人民群众的广泛

持续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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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

用的社会主义民主”［1］。其次，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新要

求。“我们要继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治国理政

的政策措施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工作上来，具体地、现
实地体现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上来。”［1］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过程性与人民性的

结合，它要求系统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个环节，充分保

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真正

实现人民民主的真谛。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标志着中国的人民民主迈向了新台阶。
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充满各种风险和挑战，中国共产党要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务艰巨。因此，人民民主话语要能准确回应这样

的时代要求，核心指向必须是“可治理”的。人民民主话语表达围绕“治理现代化”“线上线下群

众路线”“协商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展开。其结构可总结为: 目标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

化; 策略上，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走好线上线下群众路线、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

6 结语

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表达，它反映出人人平等、

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和实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民主话语结构有不同的内容。这背后的

动力是不同时期不同的历史任务，它为社会主要矛盾所决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受“三座大

山”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中日民族矛盾决定，人民民主话语结构表现为如何更好动员群众支持革

命以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由“三座大山”与人民

大众的矛盾向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人民民主话语

表达呈现出过渡色彩，强调巩固新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未发生变化，人民民主话语继续围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展开，但在

具体表达上，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突出强调坚持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法治的统一、探索中

国式民主的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民主话语指向国家治理现代化，具体策略表达上包括发

扬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走好线上线下群众路线、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
民主作为一个易被意识形态包裹的话语，它容易被曲解，转而变成作恶的武器。因此，当理

解一个国家的民主时需要去掉意识形态的外衣，深入民主产生的土壤去分析它产生的历史语

境，只有充分了解了它的过去和现在，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

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44］54如今，面对

西方举起意识形态大旗、鼓吹西式民主时，我们需要坚持民主条件论、历史论，坚定中国式民主

自信，从本国国情出发，在增量改革中不断发展完善我们的民主实践。步入新时代，面对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应时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领导民主政治建设实

践，切实保障人民的主体地位，为世界民主政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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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s of the Discourse Structure of People’s Democracy of
the CPC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PENG Chong1，WANG Bingqua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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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ople’s democratic discourse is a series of language expressions proposed by the Commu-
nist Party of China，which aims at realizing and maintaining the people’s status as masters of the country．
The discourse structure of people’s democracy gives expression to the unity of goal and strategy，value and
practice． And its internal evolution stems from different principal problems of society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historical missions． In the period of the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the goal of people’s demo-
cratic discourse is to establish a country in which its people are the masters of the country，and the strate-
gies are about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mobilization capability of people’s democracy and dynamically adjus-
ting the trusted revolutionary forces; In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the goal of peo-
ple’s democratic discourse is to consolidate the new state power and build socialism in China，and the
strategies are about establishing the system of people’s congress and promoting“big”democracy; In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opening up，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the goal of people’s democratic discourse
is to continue exploring a right path for building socialism in China，and the strategies are about adhering to
democratic centralism，the unity of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and developing dem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goal of people’s democratic
discourse is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and the strategies are about carrying for-
ward socialist deliberative democracy，following the online and offline mass line，and promoting whole－

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Grasp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discourse structure of people’s democracy is
conducive to understanding the difficult course of the CPC’s struggle for democracy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great connotations of dem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the profound meaning of democracy
as a common value of humanity．

Key words: people’s democracy，democratic centralism，community－level democracy，deliberative
democracy，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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