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间正道是沧桑——如何健全人民当家作

主制度体系 

1989 年，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

中预言，西式民主制度是“人类政府的最后形式”，历史将

终结在这里。曾几何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似乎印证了

这个论断。然而 20 多年后，历史并没有终结，反而西式民

主乱象丛生，制度危机凸显。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风景这边独好”，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焕发出强大生命力。面对事实，福山也不得不改口：

“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

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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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

会主义越发展，民主也越发展。在新征程上，要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

系，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

明。 

一、政治道路坚定走 

“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

投在好人碗里头。”这首质朴的歌谣，反映的是抗战时期陕

甘宁边区民主选举的生动场景。一粒粒小小的豆子，承载着

人民当家作主的希望。1945 年 7 月，民主人士黄炎培来到延



安有感而发，希望中国共产党找出一条新路。毛泽东同志说，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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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

道路，是由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条件决定的，必

须与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相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道路，不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再版”，也不是西式民主的“翻

版”，而是经过反复比较、长期探索、实践验证的“原版”。

这条道路之所以是人间正道，就在于它具有无可比拟的独特

优势和鲜明特色。实践反复证明，这条政治道路走得通、走

得好。 

好就好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党是顶梁柱，离开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就没

了主心骨；人民当家作主是旨归，离开人民当家作主，党的

领导和依法治国就没了基石；依法治国是守护，离开依法治

国，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就没了法律保障。三者有机统

一，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就能确保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

家，确保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确保民主的制度化、法律

化，使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好就好在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完美结合。在我国民主实

践中，我们既强调选举民主的作用，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

使权利，又注重发挥协商民主的优势，通过广泛协商参与国



家和社会事务。这两种方式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保证了过

程民主和结果民主、形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统一，避免了西

方国家“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

的虚伪民主。 

好就好在高效运行和制约监督并行不悖。美国学者约

翰·奈斯比特作过这样的对比：中国民主体制优势明显，高

效率、快速执行；西方民主体制弊端丛生，低效率、议而不

决。连西方政治学者都不得不承认，中国民主最大的优势就

是科学及时决策、高效有力执行。同时，为防止滥用权力，

我们着力构建全方位的权力制约监督体系。把权力的高效行

使和规范运行有机结合起来，既可以避免苏联高度集权的制

度弊病，又能够克服西方民主制度下国家权力碎片化、社会

力量分散化、政府能力弱化的弊病。 

“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也没有完全相

同的政治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

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

治制度模式。新征程中，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发展道路，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积极稳妥推

进政治体制改革，保证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

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巩固和发展

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微言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

也愈发展。 

◆民主还是国产的好，中国的民主模式给世界提供一种

新的可能。 

◆一种民主制度好不好，就在于它能不能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保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符合这种标准的民主，就

是好制度、好道路。 

◆我国决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决不能走一些发展中国

家的错误道路，因为那是取乱之道、祸乱之源。 

解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是中国历史和现实发展的

必然选择 

沈春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经过长期探索

实践逐步开辟和形成的，是中国近现代 100 多年历史和改革

开放 40 年历史性巨变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

前途和命运、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须坚持 

1954 年 9 月 15 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这里盛大开幕。这

一天，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从东海之滨到帕米尔高原，



1200多名代表带着 6亿中国人民的嘱托齐聚北京，共商国是，

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我国人民

民主进入了全新阶段。正如当时的报纸评论，这种机会“中

国人民哪里得到过？”“这是中国的大喜日！六亿人民心上

开了花！” 

而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阔步走过一甲子，越发成熟自

信，越来越展现出蓬勃生机。每年的 3 月，来自天南海北的

全国人大代表齐聚北京人民大会堂，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参加行使国家权力，已经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道亮丽风

景线。60 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

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

文明的重要制度载体。 

那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它是坚

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

制度安排，为实现三者有机统一提供了有效可靠的实施平台

和运行轨道。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

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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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

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关于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同志曾作过一个形象的

比喻：“我们的主席、总理，都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出来的，一定要服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能跳出如来佛的

手掌。”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何确保人民有效行使国家权力？

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不能只看选举时表面上

的热热闹闹，而要看人民意志是否得到真实体现，人民利益

是否得到有效保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都由民主选举产

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这就从根本上有效保证了人

民真正当家作主。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支持和保证人

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支持和保证人大依

法行使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随着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的不断完善，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将会迈出更加坚实

的步伐。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何通过法律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依法治国是党领

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

手段。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

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个重要职权，

就是监督宪法的实施，维护宪法的绝对权威和尊严，确保其

神圣不可侵犯。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是折射民意的一面镜子。

各级人大在立法中发挥主导作用，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依法立法，坚持立改废释并举，提高立法质量，努力使每一

项立法都体现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 



三、协商民主显优势 

1979 年 1 月，北京正值隆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支起了

热气腾腾的火锅，邓小平同志与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

古耕虞和周叔弢工商界五老围坐一桌，边吃边聊，商量在现

代化建设中如何发挥工商业者的作用。这个著名的“五老吃

火锅”故事，就是一次形式非常灵活的协商座谈会。党的十

八大以来，全国政协着力打造的一张亮丽名片——双周协商

座谈会，已经成为政协协商民主的重要品牌，产生了广泛的

社会影响。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

造。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

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组织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正式确立。60 多年来，人民政协与国家同行、与时

代同步，汇聚广泛正能量，画好最大同心圆，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适合中国国

情、有效管用的民主形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人

民民主的真谛就是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通

过协商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形成最大范围

的共识。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



情况异常复杂，平衡利益、协调各方的难度很大，在作出重

大决策之前充分协商显得尤为重要。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内涵丰富，深深嵌入我国民主政治的

全过程、各方面。从类别上看，包括政党协商、人大协商、

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

协商等；从内容上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

文明和党的建设方方面面；从形式上看，涵盖专题协商、对

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从机制上看，分为民

主座谈会、民主恳谈会、利益协调会、民主听证会等。这些

全方位、多层次的制度设计，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人民参与政

治生活。 

今天，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起点上，社会主

义协商民主承担了更大的使命。党的十九大对发挥社会主义

协商民主重要作用提出了新的要求，强调要加强协商民主制

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

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人民政协作为协商

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应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

题，把协商民主贯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全过程，

完善协商议政内容和形式，着力增进共识、促进团结。 

问答 

问： 什么是双周协商座谈会？ 



答： 双周协商座谈会是十二届全国政协在继承人民政

协“双周会”传统基础上提出并设立的双周座谈协商制度，

于 2013 年 10 月 22 日第一次召开，每两周举行一次。双周

协商座谈会以专题为内容、以界别为纽带、以专委会为依托、

以多向交流为办法，聚焦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以及群众关心、

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针对具体问题深入协商，充分发挥了

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

的作用。 

解读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独特优势 

孟祥锋（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中共中央

办公厅副主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在于，一是

可以广泛达成决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识，有效克服党派和利益

集团为自己的利益相互竞争甚至相互倾轧的弊端；二是可以

广泛畅通各种利益要求和诉求进入决策程序的渠道，有效克

服不同政治力量为了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固执己见、排斥

异己的弊端；三是可以广泛形成发现和改正失误、错误的机

制，有效克服决策中情况不明、自以为是的弊端；四是可以

广泛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的机制，有效克服

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中无法表达、难以参与

的弊端；五是可以广泛凝聚全社会推进改革发展的智慧和力

量，有效克服各项政策和工作共识不高、无以落实的弊端。 



四、依法治国要深化 

奉法者强则国强。一个现代国家，必然是一个法治国家；

国家要走向现代化，必须走向法治化。全面依法治国，是发

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坚强保证。 

在迈向现代化的宏伟征程中，法治已经成为时代强音。

滚滚大潮中，法治中国的宏伟蓝图已经磅礴展开；神州大地

上，法治建设的崭新画卷正在激情绘就。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党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前所

未有的力度加以推进。特别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依

法治国作出专题部署，提出了未来法治建设的任务书和路线

图，推动法治建设驶入快车道，法治中国迎来了崭新的前景。 

站在过去和未来的交汇处，法治中国又开启了新的征程。

党的十九大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党和国家

长治久安的高度，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

革命，必须坚持厉行法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

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

设，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步伐越走越强劲。 

弘扬法治精神。法律只有被认同、被信仰，成为内化在

思想中、熔铸到头脑中的强大观念，人们才会自觉自愿地遵

守，才会把依法办事变成自己的生活习惯。现实中存在的法

治不彰，主要是一些人法治意识淡薄，以言代法、以权压法、



逐利违法、徇私枉法，使法律的权威受到极大损害。法律的

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因此，必须加大全

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把法治精神贯穿立法、执法、

司法、守法全过程，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浓厚社会氛

围。 

推进法治改革。法治中国建设的动力在改革。党的十八

大以来，法治改革蹄疾而步稳，推动法治建设各领域发生深

刻变革。比如，立法更加重视质量、执法更加强调规范文明、

司法更加注重公平正义、普法更加突出实效，使人们感受到

法治领域新的气象。当前，改革进入关键期和深水区，必须

抓住关键环节持续用力，以点带面，在司法体制改革、行政

执法体制改革等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为法治中国建设插上

腾飞的翅膀。 

深化法治实践。如果把法治中国建设看作建造一座大厦，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施工方案，接下来关键是夯实地基，一层

一层地往上构筑，最终建成巍峨耸立的法治中国大厦。党的

十九大对深化依法治国实践作出总体安排，提出一系列符合

法治规律、体现时代特征的新要求新举措，明确今后一个时

期法治建设的重点任务。落实好这些任务，最重要的是坚持

系统思维、重点突破，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在推进科学立

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走自己的路——这是中国在饱经沧桑、历经磨难之后的

经验总结，也是中华民族面向未来、不断发展的方向指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经过艰苦探索走出的一条伟大光明正确的道路。我们有理由、

有信心、有能力，把这条人间正道越走越宽广，为人类政治

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微言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

出全方位部署，这无疑是依法治国的“升级版”。 

◆法律只有被信仰，成为坚定的信念，才能内化为人们

的行为准则。 

◆法治只有融入社会生活，化为群众需求，才能真正有

生命力。 

◆依法治国不仅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革命，也是触及党

员干部灵魂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