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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第三部分　政治与文化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其核心是国家政权问题。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

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与政治都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一定的

社会文化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政权阶层又通过社会舆论引导文化的方向，通过国家

机器规范文化的走向。为了更好地参与政治生活，人们也需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文化

素养。因此，政治与文化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对于新时期的大学生而言，参

与政治生活，提高文化素养是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课。

项目一　了解政治制度　弘扬社会主义民主

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

核心。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

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我国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政党制度与

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政体相适应。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有效地保证了各族人民和睦地生活在

祖国的大家庭中，我国的宗教政策引导着宗教与

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一、学一学

（一）国体与政体

１国体

国体亦称国家性质，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认

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是实现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因而国家

的实质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因此，国体表明了在一国之中，哪些阶级是

统治阶级，哪些阶级是被统治阶级，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如何等问题。在人类历史上曾

经出现过四种类型的国家，即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

家。前三种类型的国家属于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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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国家。

２政体

政体一般指一个国家政府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

家和地域，政治体制都不尽相同。政体是与国体相适应的。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力量

对比等具体情况的不同，国体相同的国家可能采取不同的政体，但都体现同一特定阶

级的专政。

３国体与政体之间的关系

政体和国体相互依存、对立统一，不可分割。没有政体，国体无从体现，没有国

体，政体无从存在。国体是政体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决定着政体的存在形态。政体是

由国体决定的，有什么性质的国家就要求有什么样的政体与之相匹配。政体是国体的

体现和反映，对国体有能动的反作用。当政权组织形式适合于国家性质的时候，它对

国家性质的反作用表现为服务作用；当政权组织形式不适合于国家性质的时候，它对

国家性质的反作用表现为破坏作用。

总的来说，国体决定政体，政体反映国体。适当的健全的政体，对维护和巩固统

治阶级的统治地位有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各国的历史条件、阶级力量对比、传统习惯、

国际环境影响的不同，在相同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

所以政体具有相对独立性。

４我国的国体与政体

我国宪法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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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国家根本大法对我国国家性质的明确规定。

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就是民主

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概念和内涵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么，在我们这个人口

众多、地域辽阔的国家，人民如何行使国家权力呢？那就是，广大人民通过民主选举

选出各级人大代表，由他们组成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决

定全国和各级地方的一切重大事务，并由权力机关产生行政、审判、检察等机关，具

体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我国宪法明确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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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的伟大创造，是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

同愿望。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和活动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在民

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

２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的关系

在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的关系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

负责，受人民监督。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活动中，法律的制定和重大问题的决策由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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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充分讨论，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民主决定。对违反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或不

称职的代表，人民有权依照法律程序予以罢免。

３人民代表大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

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监督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我国的国家机构中居于最高

地位，其他中央国家机关都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并受它监督。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

期间，全国人大的部分职权由全国人常委会行使，以便更好地发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的作用。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它是本行政区域内人民行使国

家权力的机关，本行政区域内的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它讨论决定，并由它监督实施。它

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起构成了我国国家权力机关的完成体系。

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

民主选举产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人大代表产生方式有两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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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

表大会选出；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

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全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每届任期五年。

综上所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由人民选举代表组成人民

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政治制度。以人民代表大会为

基石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在旧中国，也曾照搬和套用西方议会民主制，但是行不通。新中国建立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它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完善，显示出强大

的生命力和无比的优越性。实践证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

体，是中国人民奋斗的成果和历史的选择，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好制度。发展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绝不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

（三）我国的政党制度

１我国的政党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是我国的一

项基本政治制度。

２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地位的确立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中国封建势力和西方列强相勾结，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苦难史，也是中国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求救国图强

之路的历史。事实证明：农民战争不可能赢得反列强、反封建斗争的胜利；不触动封

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运动注定要失败；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也不可能

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２８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中国历

史的新纪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国的执政党，领导人民创造性地完成

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

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并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不是自封的，是中国人民经历长期的实践郑重做出

的历史性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的确立是由它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中

国共产党是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工人阶级同全体中国人民和整个

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历史命运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

之时起就始终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民族的独立和复兴、国家的繁荣和富强，领导全

国各族人民百折不挠地奋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它的宗旨。

３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共产党不仅有历史和法律赋予的执政资格，也具有与时俱进的执政能力。中

国共产党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科

学执政就是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科学的

思想、制度和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民主执政就是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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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

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依法执政就是坚持

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成就辉煌，经济社会出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良好态势，充分

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智慧和能力。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

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稳定、和

谐的社会环境；才能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奋斗目标。

４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中国共产党与和民主党派是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中

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各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点是：参加国家政

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

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

多党合作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

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

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是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长期共

存”是指中国共产党存在多久，民主党派就存在多久，多党合作制度要长期存在下去。

“互相监督”是指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相互监督，尤其

强调参政党监督执政党。要 “长期共存”必须 “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表明参政党要和执政党一道经受考验，共同承担国家和民族盛衰兴亡的责任。有了这

共同的使命，才能有效的监督，使多党合作关系得到长期发展。

多党合作的根本活动准则是遵守宪法和法律。多党合作的重要机构是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组织形式。

此外，人民政协还包括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人士、各界爱国人士、港

澳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等。所以，它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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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统一战线组织，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人民政协围绕团

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职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共产党

领导、多党派合作的政党制度，适合我国国情，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显著的优越性，

它绝不是西方宣传的所谓一党制，也根本区别于西方的多党制。

（四）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宗教政策

１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任何国家都是由一定的民族组成的。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土地上，居住着５６个民
族。除汉族外，其他５５个民族由于人口较少，习惯上被称为少数民族。中华民族是定
居于中国土地上所有民族的总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铲除了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

阶级根源，逐步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我国坚持民族平等、

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这三项原则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民族

平等是实现民族团结的政治基础。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前提

条件。各民族的共同繁荣特别是经济发展，又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物质保证。

根据我国多民族的实际情况，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

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

权的制度。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 （旗）三级。民族自治地

方设立自治机关。自治机关是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在行使一般地方

国家机关职权的同时，依法行使自治权。

自治权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核心内容。自治权是自治机关根据本地方实际情况

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自主地管理本民族自治地方内部事务的权力。宪法和民

族区域自治法规定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其范围、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

化和社会各个方面。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必然选择，是由我国的历史特点和现实情况

决定的。它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使各族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人民把热爱本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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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与热爱祖国的深厚感情结合起来，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有利于保障少数民

族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得以实现，有利于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蓬勃发展。

２我国的宗教自由政策

我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

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其内涵是：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有信仰这个教派

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

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

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政府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

理，是为了保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和正常的宗教活动，制止和打击利用宗教进行违法

犯罪活动，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

我国宗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任何境外组织和个人不得干预我国的宗教事

务。我国政府支持宗教界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开展对外交往，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

对我国进行渗透，坚决打击宗教极端势力。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这既是社会主义对我国宗教的客观要求，也是

我国各宗教自身的要求。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不是要求宗教界人士和信

教群众放弃宗教信仰，而是要求他们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要求他们从事宗教活动要服从和服务于

国家的最高利益与民族的整体利益；支持他们努力对宗教教义做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

的阐释；支持他们与各民族人民一道反对一切利用宗教进行危害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

利益的非法活动，为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祖国统一多做贡献。

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是鼓励人们信仰宗教。我们要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宗教。作为新世纪的青年人，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理

论以及科学文化知识武装自己，弘扬科学精神，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

质，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的社会主义公民，创造美好的人生。

二、想一想

（一）“为老百姓说话”是人大代表恪守的一条重要原则。近几年，有关 “三农”、

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成为代表议论的焦点。

１人大代表为什么要 “为老百姓说话”？

２人大代表应当怎样 “为老百姓说话”？

（二）材料分析

材料一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１９７８年的３０年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法律
１３４件。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于１９８２年修改了宪法，此后又通过４个宪法修正案。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２００多件现行有效的法律，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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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００多件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
材料二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的四年中，检查了数十件法律的实

施情况。地方人大常委会也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对有关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进行了

检查。

材料三　人大举行会议时，同级政府、法院、检察院向大会报告工作，十届全国
人大的头两年，常委会共听取和审议了２２个专题报告。
１上述三则材料分别表明了 《政治生活》中的哪些道理？

２上述三则材料共同反映了什么政治现象？
（三）一位民主党派前中央领导人说，多党合作好比是交响乐团，在作曲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提意见，各民主党派都应该积极参与，最后公认由中国共产党博采众长来

定谱。此外，乐团里有大提琴手、小提琴手等几十上百个演奏家，人们各有专长，各

司其职，但如果各行其是，乐团就无法奏出和谐、动听的乐曲，关键是要有一个统一

的指挥。演奏多党合作这部交响曲的指挥就是中国共产党。

１你知道我国有哪些民主党派吗？
２你能理解我国执政党和参政党之间的关系吗？
（四）为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国务院、地方各级人大和政府、各民族自治地

方制定、实施了与之配套的法规、规章、条例等。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中

国特色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有力地保障了民族自治地方的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

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了各族共同发展和繁荣。

１你了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吗？
２法律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哪些自治权？
３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符合国情、具有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三、读一读

（一）我国的国家机构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

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

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四十五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

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特赦令，宣

布进入紧急状态，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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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

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各部、各委员会实行

部长、主任负责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

力量。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中央军事委员会实

行主席负责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负责。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

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最高

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

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最高检察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

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

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

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的组织由法律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设立自治机关。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

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中，除实行区

域自治的民族的代表外，其他居住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族也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

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

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邓小平理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深刻揭示了社会

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

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

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集中概括。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

性地回答了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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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

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

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科学地回答了实现什么

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

略思想。

（四）一国两制

１“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我国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一国两制”是
指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必须完整，不容分割。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在国际上，代表

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种制度”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统一主权的国

家内，在祖国统一的前提下，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和台湾实行资本主

义制度。

２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发展两岸关系和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对任何旨在制造
“台湾独立”“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言行，我们都坚决反对。“一国两制”是两岸

统一的最佳方式。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实现祖国和平统

一，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３“一国两制”并没有改变我国单一制的结构形式。我国只有一部宪法，只有一
个立法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我国

公民只有一个国籍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我国由若干行政区域组成，包括台湾省在

内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各行政区域由中央政权机关统一领导；我国是完整的主权国家，是国际交往的单一主

体，中央政府统一行使外交权，地方政府不能代表国家行使外交权。

（五）我国的民主党派

在我国，除了中国共产党，还有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党派是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中国各民主党派的统称。它包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

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

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这些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

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

（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几个问题的分析

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 “人民代表大会”的区别

前者是一种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我国的政体，后者则是我国人民行

使国家权力的机关。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由人民选举代表组成人民代表

大会作为国家的权力机关，统—领导国家事务的政治制度。它是我国人民管理自己的

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我国的政体，是建立其

他有关的国家管理制度的基础。



政治与文化　第三部分　

１１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组成的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代

表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决定全国和地方的一切重大事务。它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

会产生，并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２“最高权力机关”与 “权力机关”的区别

前者在我国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者则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即 “权力机关”应包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

３“权力机关”与 “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

二者的区别为：前者指人民代表大会，后者则包括行政机关 （在我国，国务院是

最高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二者的联系为：二者共同构成国家机构，人

民代表大会在我国政权体系中属于最高地位，我国的其他国家机关都是在人民代表大

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受其监督，对其负责，定期汇报工作。

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 “人民民主专政”的区别

前者指我国的政体，后者指我国的国体。二者是政体与国体的关系。即形式与内

容的关系。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政权的组织形式，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我国的政

体。而人民民主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其本质是人

民当家做主，这是我国国家阶级性质的体现，是我国的国体。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人民民主专政二者都是我国国家制度的内容。国体决定政体，

政体反映国体。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人民民主专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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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制度的核心内容和根本准则，它决定了我国的政体必须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正是人民当家做主这一根本准则的直接体现，它保证了人民群众参与

国家管理，能根据人民的实际需要，及时确定大政方针，做出决策，完成人民民主专

政的历史任务。

（七）中华大家庭———五十六个民族

１阿昌族：分布在云南，人口２７万余人，主要从事农业，手工业也很发达，尤
其以善于打制长刀而闻名于世。

２白族：分布在云南、贵族、四川等地，人口１５９万余人，主要从事农业，有自
己的语言。

３保安族：分布在云南、青海等地，人口１２万余人，主要从事农业、手工业，
以打刀为主，“保安刀”十分著名，有自己的语言。

４布朗族：分布在云南，人口８２万余，主要从事农业，有自己的语言。
５布依族：分布在贵州、云南等地，人口２５４万余人，主要从事农业，享有 “水

稻民族”之称。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

６朝鲜族：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吉林、辽宁，人口１９２万余人，主要从事农业，
以善种水稻闻名，有自己的语言。

７达斡族：分布在内蒙古、黑龙江、新疆等地，人口１２万余人，主要从事农业，
兼营畜牧业，有自己的语言。

８傣族：分布在云南，人口１０２万余人，主要从事农业，寺塔、竹楼和竹桥显示
出了别具一格的建筑艺术，有自己的语言文字。

９德昂族：分布在云南，人口１５万余人，主要从事农业，以善于种茶闻名，有
自己的语言。

１０侗族：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等地，人口２５１万余人，主要从事农业，兼营林
业，鼓楼、风雨桥、风雨亭是侗乡的主要标志，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

１１东乡族：主要分布在甘肃、宁夏、新疆等地，人口３７万余人，主要从事农业，
善种瓜果。有自己的语言。

１２独龙族：分布在云南，人口０５万余人，他们保持着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的良好社会风尚，绝少发生盗窃现象。有自己的语言。

１３鄂伦春族：分布在内蒙古、黑龙江等地，人口０６万余人，主要从事狩猎和农
业。有自己的语言。

１４俄罗斯族：分布在内蒙古、黑龙江等地，人口中１３万余人，从事各种修理
业、运输业和手工业，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

１５鄂温克族：分布在内蒙古和黑龙江，人口２６万人，主要从事畜牧业，有自己
的语言。

１６高山族：主要分布在台湾省，其余少数分散居住在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人口
约４０万余人，主要从事农业和渔猎业，有自己的语言。
１７仡佬族：分布在贵州、广西、云南等地，人口约４３万余人，主要从事农业，

有自己的语言。

１８哈尼族：分布在云南，人口１２５万人，主要从事农业，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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