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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具有伟大功效的根本政治制度

国家政治制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国家政治

制度是指一国的政治统治原则和方式的总和，包括国家的

阶级本质，国家的结构形式，政权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

式，公民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狭义的国家政治制度主要

指政体，即政权的组织形式。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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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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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

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

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

督。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

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各少

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

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在国家政治制度方面明确了

相关的五大问题：一是国家的性质，即工人阶级领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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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二是

政权的组织方式，即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授权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

察机关作为执行机关行使职权；三是组织原则，即国家机

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四是中央和地方的职权划分，

即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

极性的原则；五是民族关系处理上，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

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由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集中体现了

国家制度的核心内容、基本原则和组织方式，是国家其他

各项制度建立的基础和依据，因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然

地成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它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群众自治三项基本

政治制度一起，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

回望历史，世人会惊讶地看到，这样一个曾经经济文

化十分落后、饱受帝国列强欺凌、被视作“东亚病夫”的

国家，竟然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成为一个经济总量跃

升到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显著

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极大

提升，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新台阶的

国家。这其中，纵然有许多成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则在

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奋斗、

流血牺牲、不懈求索，最终才找到了一个适合中国国情，

有助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根本政治制

度—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践证明，这一制度不仅

符合国情、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而且有助于集中全国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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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民的共同意志，保证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切实维

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

样：“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

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

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社会主

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

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

深入了解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历史，准确把

握这一制度的相关规定，全面聚焦这一制度的运作机制，

不仅对于我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好人大工

作、建设法治中国很有必要，而且对于国际社会认识中

国、了解中国也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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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

人民当家作主为前提的，有关国家整个政权体系的建立、

职权划分、相互关系及运行机制的制度规定，是为我国宪

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国家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内容丰富，不仅包括机构设置、职

权划分、相互关系和运行机制等基本规则，而且还包括选

举、代表、组织、会议、立法、决定、任免、监督等各项

具体制度规定。其核心内容是：（1）根本原则—坚持党

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缔造者，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制度载体。坚持党的领

导，是完善人大制度，做好人大工作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

原则。（2）政权性质—人民政权。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

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

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国家事务管理。权力

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不仅决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

本属性，同时也决定了国家政权建设的价值取向。（3）运

行机制—民主产生、依法行权、接受监督。各级人大都

由选民或选举单位民主选举产生，各级政府、法院、检察

院都通过本级人大产生。各级人大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

督；各级政府、法院、检察院，对本级人大负责，受本级

人大的监督。（4）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这是国家政

权机关共同遵守的总的组织原则。实行这一组织原则，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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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在要求。人民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

来行使国家权力，参与国家管理，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本质特征。国家和地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务中的

重大事项，经过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深入研究、充

分审议，最后形成统一意志，通过法律法规和决议决定的

形式，成为本行政区域内一体遵行的行为准则。（5）中央

与地方关系—中央统一领导与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

并举。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

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具体

由宪法和法律规定。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

自治，设立自治机关，依法行使自治权。上述这五个方面，

构成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内容，并明确地载入宪

法中。

我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类政治制度史上

的伟大创造，是中国社会 100 多年激越变革、激荡发展的

历史结果，是中国人民翻身作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选

择。完整地看，这一制度的确立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

探索、曲折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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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起源

中国历史上，先后有过各种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仅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就曾尝试过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

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形式，为什么中国最终要

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政权组织形式？应当说，这绝

对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中国的国情和中国共产党以实现中

国人民当家作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所决定。

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建立新型人民民主政

权及其组织形式进行了长期的探索与实践。早在 1931 年第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掌握政权

建立苏维埃红色根据地后，就开始探索人民当家作主的政

权组织形式。如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颁

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对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形

式作出规定，并明确提出苏维埃全部政权属于工农群众。

抗日战争时期，为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根据地政权组织

形式由苏维埃制改为参议会制。1939 年召开了陕甘宁边区

第一届参议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

《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在陕甘宁边区所属

各县、区、乡建立了各级参议会，并规定边区政府、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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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在政权组织的人员构成

上，实行共产党员、非党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

一的“三三制”。解放战争时期，为适应解放全中国的形势

发展的需要，将根据地政权组织形式改为人民代表会议制，

1946 年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通过了《陕甘

宁边区宪法原则》，通过协商方式产生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

组织，作为向人民代表大会过渡的形式。这种政权组织形

式在进行土地改革和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

根据地时期的苏维埃制和人民代表会议制，与现行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比，固然还很不完善，但它在根本性

质上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实现民主政

治权利的开始，并为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正式建立积

累了宝贵经验，提供了实践基础。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党外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与毛

泽东同志有过一段著名的对话，俗称“延安窑洞对”。黄

炎培先生撰写的《延安归来》记录了这段历史。1945 年 7

月 1 日至 5 日，为促成国共双方恢复商谈，促成国内团结，

营造和谐的氛围，黄炎培与褚辅成、冷僪、左舜生、傅斯

年、章伯钧，由重庆飞延安，在延安受到了毛泽东、朱德、

周恩来、林祖涵、吴玉章等人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接见。黄

炎培参访团一行，亲身感受到边区政府的民主氛围，看到

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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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胜利充满信心。当访问既毕，毛泽东问他感想怎样，

黄炎培直言而答：“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

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

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

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

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

周期率。”

黄炎培先生的话是极具针对性的。中国历史上历代的

统治者和政治思想家们几乎都曾探索过长治久安的政治模

式，都曾想跳出“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秦朝统一中

国后，因“亡秦者胡人也”而筑万里长城，其结果却因统

治者的残暴统治而二世而亡；汉代思想家贾宜总结秦朝灭

亡教训时，甚至提出过著名的“攻与守不同术”的主张。

他看到了“打江山”与“守江山”有不同之处，但“守江

山”的根本对策是什么却不得而知。汉朝吸取秦朝灭亡教

训，实行的是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唐朝实行的是贞观之

治；宋朝实行的是中央集权；明朝实行的是专权式的朕即

天下；清朝实行的是攘外安内等统治术。这些统治手法虽

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为共同的根本

特征。其结果均未能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这

一朝代更替的周期率。其间以“均田”“免赋”“等贵贱”为

纲领的数次农民起义，虽一时赢得了民众的响应，甚至有

的还获得过短暂的成功，但终究也没有逃脱“其亡也忽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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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豆豆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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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命运。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国

家学说与中国革命实践长期结合过程中，逐步探索出一条

符合中国国情、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政治途径。这条新路便

是实行人民民主。所以毛主席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

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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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思想，不仅仅是

在这次谈话中清楚地表露出来，而且在《新民主主义论》

《论联合政府》中，也都有过系统的论述。在《新民主主

义论》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提出，“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

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

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

府”。（《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77 页）在《论联合政

府》一文中，毛泽东明确主张，“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

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

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

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

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

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