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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民主党派监督价值探析*

黄大熹 莫桑梓 李晓静

［摘 要］ 民主党派在我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建国初期，民主党派的监督价值尤

为凸显，它不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新生政权提供了合法性来源，而且是完成从民主价值诉求向

民主社会实现转变的重要元素，更是维系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双赢局面的关节点。

［关 键 词］ 民主政治 政权合法性 政治参与 政治稳定

早在 1956 年，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与民主党

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当然，民主

党派对执政党和政府的监督，绝不同于美国政治

学家霍夫斯塔特所提出的“合法反对”原则。他认

为:“政党的精神就在于它是当权者行为的时刻警

惕的监督者。”①也就是说，西方的在野党对执政

党的监督，是站在反对的立场为求权力制衡与取

而代之。中国民主党派的监督，则是站在同一立

场为了更好地参政、议政与协商。正是在此认识

基础上，探讨建国初期民主党派的监督价值有着

极强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特殊的国际环境和社会生

态决定了民主党派的监督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

现实的要求。
首先，建国初期民主党派监督是历史继承性

所致。按照西方启蒙思想家密尔的观点，政治制

度具有历史继承性，他的断言是: “大体上我们必

须按照他们的现实情况加以接受，政府不是靠预

先的设计来建立，他们‘不是做成的，而是长成

的’。”②由此推断，一个国家政党制度的创设，不

是由某个人或某个政党凭空臆想，而是该国的历

史传统等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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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政党政治的演进路径看，政党在资本

主义的摇篮里孕育，并逐渐成为民主政治的代名

词。而它在中国的成长却与西方迥异。早在明末

清初，资本主义就在封建社会的肌体里萌芽，但始

终没有破土而出; 直至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救

亡图存的压力下，洋务派兴建了一批带有资本主

义性质的官办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被动移

植; 再到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

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中艰难成

长并逐渐成熟。中国的各民主党派，也是顺应历

史潮流的必然产物，是从中国的土壤里生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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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民长期饱

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各

民主党派既有斗争性又有妥协性。就整体而言，

他们在紧要关头都能经受得起考验，并在中国共

产党的帮助下，克服自身不足，不断成长，在新民

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大事件中都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的大大小小政党或政

治团体有数百个之多，但在中国发展进程中影响

最大的莫过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如果不

谈 1927 年以前尚无定型的政党格局，中国现代政

党制度基本就是以这两大政党为中心来划分的。
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国民党一党专政

制度，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在这两种政党

制度演变的进程中，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势

力，也就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

知识分子的中国各民主党派起了积极的进步作

用。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各民主党派在中国

的政治舞台上的联合、斗争此消彼长，共同奠定了

复杂的中国政党格局。
由此可见，中国各民主党派的产生是顺应历

史潮流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阶级在政治生活

方面的必然反映，建国之后的民主党派监督就成

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历史规律的政党政治现象。
其次，民主党派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

设的必然选择。有学者认为，“民主政治并不是由

一套独一无二的制度所组成的。民主政治的类型

形形色色，它们各自五花八门的实践产生了一系

列相类似的后果。民主政治所呈现的特殊形式由

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稳定的国家结构和

政策实践而定”①。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时

期的民主政治都有其特点和特殊形式。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就开始探讨中国应该

走怎样的政党道路。1939 年，毛泽东在民主宪政

运动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宪政的概念。他认为新

民主主义国家就是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

起来的共同专政。1941 年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

的演说》中，毛泽东明确指出: “国事是国家的公

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

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
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

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②1950 年 4 月，在

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召开期间，面对一些与

会同志对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性质及其存

在的必要性产生的质疑，毛泽东指出:“对民主党派

及非党人物不重视，是一种社会现象，不仅党内有，

党外也有。要向大家说清楚，从长远和整体看，必

须要有民主党派。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和

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才行。”③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

作主，广泛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那么，各民主党

派监督，既能体现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又

具有某些具体利益的特殊性，从理论上讲，能够体

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
再次，民主党派监督是从战争向建设转变的

现实要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面临着错综复杂

的斗争形势和艰巨任务: 国民党政权虽被推翻，但

残余势力尚未完全消除，因此肃清国民党在大陆

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建立各级各地人民政府

是当务之急; 官僚资本需要被没收，并将其改造为

国营经济，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经济条件; 农村

土地改革任务繁重等。1952 年，中共中央又制定

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在这场深刻的大规模变革中，

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才资源，保证建国初

期各项工作平稳、高效地开展。我国各民主党派

的成员主要是由代表性人士所组成的，社会联系

广泛，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国家事务

和各项重大决策的制定，帮助和监督执政党尽快

完成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的转变。

二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建国初期的民主

党派监督十分必要。当时的问题是，建国伊始，百

废待兴，民主党派的监督是否有可能?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合作态度为民主党

派提供了监督空间。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无数中国人民反帝反

封建斗争的彻底胜利，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人民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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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民主的政治目标即将实现，因此，不少民主人士

认为民主党派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解散了。中

国人民救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以及中国农工民

主党等先后提出了解散的要求。此时，作为执政

党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民主党派解散的主张，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对民主党派做了大

量的思想工作。当毛泽东听说九三学社要宣布解

散时，当即表示不赞同，并派中央领导同志向九三

学社传达他的意见: 不但不能解散，还要继续发

展。① 当中国人民救国会宣布解散时，毛泽东正在

苏联进行访问，他回国后得知此事感到非常惋惜。
他说: 救国会是进步团体，不应当解散。②

1950 年 3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全国统战

工作会议，毛泽东对民主党派的功能价值进行了

总结，针对当时有人认为民主党派只是一根头发

的功劳，一根头发拔去不拔去没有什么关系的认

识，他明确指出: 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联系资产

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他们不是一根头发的关系，

而是一把头发，作用不可藐视。③

由此看来，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国

初期不仅允许民主党派的存在，而且还以其真诚

合作的态度使民主党派真正参与到国家建设的实

践中来，为民主党派的监督提供了空间。
第二，第一届政协的特殊地位为民主党派监

督提供了有效保障。建国初期民主党派监督价值

实现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次全体会议的特殊地位。众所周知，新中国

成立之初，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在全国人民大

表大会召开之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

全国人大职权，也就是说，此时的全国政协地位是

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毛泽东曾经指出，“实际上，

我们在这种会议上所做的决定，中央人民政府是

当然会采纳并见之实行的，是应当采纳并见之实

行的”④。的确，建国初期的中国共产党在实际工

作中亦充分尊重民主党派的建议，尤其是全国政

协的特殊地位，极大地保障了民主党派监督价值

的最终实现。
第三，苏联的经验与教训对中国共产党的影

响。中国在建国初期十分注重借鉴苏联的经验与

教训，由民主党派监督也是中国共产党吸取了苏

联布尔什维克党执政理念正反两方面的后果之后

所做出的英明抉择。

首先，列宁时期对多党协商与合作的重视。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决不应该把其他阶级和政党

看作‘反动的一帮’，恰恰相反，它应该参加整个政

治生活和社会生活”⑤。正是认识到了倾听不同

阶层的建议的重要性，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

胜利之后邀请了各个党派和阶层参加全苏维埃第

二次代表大会，此次大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决定

由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社会党共同组建联合政

府。1918 年 3 月，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为

保存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被迫采取暂时妥协的行

动，同德国及其盟国签订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

克和约》，这一举动虽然为巩固苏维埃政权、恢复

和发展经济、建立红军赢得了喘息时间，却遭到了

左派社会党的强烈反对。最终，左派社会党宣布

退出联合政府，两党合作的局面就此结束。
其次，斯大林时期多党合作局面设想的破灭。

这一期时期，苏联的一党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

下来。斯大林在 1936 年的《关于苏联宪法的草

案》的报告中指出当前的苏联不存在阶级压迫与

剥削，只有团结友爱的农民和工人两个阶级，“所

以，在苏联也就没有几个政党存在的基础，也就是

说没有这些政党自由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

党，即共产党存在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可

以存在，这就是勇敢和彻底保护工农利益的共产

党”⑥。这进一步论证了苏联实行一党制的必要

性。由此，苏联一党制随着集权体制的发展不断

巩固，虽然保证了苏共的绝对领导地位，但由于忽

略了来自苏共以外的其他社会群体的呼声使得权

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的民主监督。
再次，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与教训的吸取。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 1955 年底提出了

“以苏为鉴”，并表示中国坚决不能走苏联一党制

的政党道路。同时，毛泽东在总结我国过去的政

党历史时充分认识到了多党合作并存的诸多益

处，指出不但现在可以多党共存，将来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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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

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

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

我们和苏联不同。”①

最后，苏联对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合作持

赞成态度，坚定了中国共产党允许各民主党派监

督的信心。
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曾率代表团秘密访

问苏联，1949 年 7 月，苏共中央邀请代表团到克里

姆林宫的苏共中央办公室就新中国建国问题进行

磋商。刘少奇向苏共介绍了中共准备建立的多党

合作制度的详细情况，同时也指出中国准备组建

联合政府。苏共方面在听取刘少奇的详细介绍后

持赞成的态度。其间，斯大林明确表示，“你们与

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的观点

是正确的”，“与他们建立长期合作的政策是正确

的”。② 1952 年，刘少奇应邀参加苏共十九大，斯

大林再一次向刘少奇强调了他的这一番话。
苏联之所以对中国的多党合作的制度持赞成

态度，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美国的全球扩张

战略，维护自身的利益。苏联方面既希望中国能

够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也希望中国能够成立一个

性质温和的政府。不管苏联基于何种理由，其赞

成的态度为新中国成立后在复杂环境中不断摸索

适合中国国情政党道路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一定

的方向，也坚定了中国共产党允许各民主党派监

督的信心。
在今天看来，民主党派监督是中共中央从建

国初期的现实及国家的长远发展等方面出发所做

出的正确决定。中国共产党 60 多年的执政历史

证明，民主党派监督为我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

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推进等都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

三

由上观之，一个国家实行怎样的民主形式，在

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当时所处的历史阶段及面临

的历史任务所决定的。实践和历史告诉我们，建

国初期的民主党派监督对于国家的发展与共产党

执政地位的巩固有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第一，民主党派监督是国家政权合法性基础

构建的主要来源。
1949 年 9 月 29 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体会议制定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

同纲领》( 简称《共同纲领》) 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

的奠基性历史文献，它以全国人民“同意”的方式

为新政权的建立提供了合法性，具有里程碑的意

义。在 1954 年宪法制定之前，《共同纲领》作为新

中国的根本大法，发挥了临时宪法的作用。③ 它不

仅赋予了新政权以合法性，还规定了新政权的国

体和整体，解决了怎样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和建立

一个什么样的新国家这样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
同时，民主党派在保证政治规范化方面的价值还

体现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

法》，草创了政权行政体系。
在革命与战争时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

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在和平与建设年代，权力需要

夯实合法性基础。尽管在建国之初以协商替代选

举，在程序上有所欠缺，但基于广泛共识的《共同

纲领》通过，赋予了国家政权建立的基础，构成了

政权建设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民主党派自身广泛

的代表性亦强化了这一合法性。
第二，民主党派监督是从民主价值追求向民

主社会实现转化的关键要素。
仅有民主设想并不能自动带给社会民主，从

民主的价值追求到建立民主社会，还需要一系列

中介机制。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建立了一个

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但这只是基本建

立起了民主政治体制的框架，民主政治的真正实

现，依然任重而道远。
首先，从权力制约的角度看，民主党派监督有

利于政治民主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实行议行合

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确保这一制度顺利实

施，宪法赋予共产党执政党的地位，使其获得了最

高的法定权力。这种权力的集中若使用不当，缺

乏有效制约，就会造成像斯大林那样独断专政的

悲剧。因此，法律赋予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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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各民主党派通过参加国家的管理活动来实现

其监督的价值。各民主党派监督必须坚持以共产

党的领导为前提，监督的主要内容是各政党在国

家政权运作中的合作。各民主党派不仅可以为新

中国的建设献计献策，其成员也可以担任各级政

府和司法机关的职务。这对于权力结构的改善是

非常有益的，能够从权力制约的角度促进政治民

主化的实现。
其次，从权力监督的角度，民主党派的监督有

利于政治民主化。毛泽东在延安时曾对民主人士

黄炎培说:“共产党人已经找到了跳出这周期律的

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

不敢 松 懈; 只 有 人 人 起 来 负 责，才 不 会 人 亡 政

息。”①这也就是说，对于共产党权力的监督，除了

党内监督，更重要的是党外监督，即人民的监督和

社会的监督。这种监督除了法律监督、群众监督、
舆论监督之外，另一个重要的途径是党派监督。
毛泽东也指出: “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

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

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

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有了民主党

派，对我们更为有益。”②

民主党派的监督之所以更有益，主要是因为

一方面，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可以直接参加国家管

理，监督最直接; 另一方面，民主党派的成员大多

是知识分子，有丰富的政治阅历、专业知识和信息

渠道，具备更高的监督能力。
第三，民主党派监督可实现政治参与和政治

稳定的双赢局面。
从西方社会的发展来看，现代社会与传统社

会的一个重要不同点，是公民的政治参与在不断

扩大。西方政党普遍认为，公民必须参与政治过

程，影响政治决策，使公民获得某种“政治效能

感”。公民的政治参与是政治体系获得认同、支持

等合法性的重要途径。然而，任何政治体系对公

民政治参与的承受力都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

下，要使政治稳定，就必须把公民的政治参与限制

在一定范围内。发展中国家大量政党的出现，扩

大了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加快了政治现代化

的进程，但同时也构成了政治不稳定的因素。亨

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曾引用《发展

中国家的政治》一书中的统计资料。根据这个资

料，战后新独立的国家，按照政党制度类型划分，

发生政变和企图政变的百分比为: ③

政治制度类型 国家数目
发生政变的国家

数目 百分比

共产党国家 3 0 0
一党制 18 2 11

主从政党制 12 4 33
两党制 11 5 15
多党制 22 15 68

无有效政党 17 14 83

这个资料表明，战后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

家实行多党制的 68% 出现过政治不稳定; 实行两

党制的国家也有 45%出现过政治不稳定。这一现

实说明，多党制或两党制既与中国追求统一与和

谐的传统政治文化观不相容，又与建国之初百废

待举的稳定需求背道而驰。因此，中国共产党在

取得政权后，极为重视政治环境的稳定，并为此做

出了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努力，最终确立了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其合作的核心就在于共

产党与民主党派的互相监督。由此可见，建国初

期的民主党派监督既体现了多党的政治参与，又

维系了政治稳定。
总之，无论从历史的维度考察，还是从现实角

度分析，建国初期的民主党派监督，一方面既是中

国共产党夯实合法性基础的重要手段，也是吸纳

各方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通道;

另一方面，作为政党的一项基本职能，既是民主党

派自身存续的价值所在，也是在利益主体多元化

条件下实现其利益表达与整合功能的有效途径。

( 作者工作单位: 湖南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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