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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青

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是民族的未来，“中国

梦”是我们的，更是青年一代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需要依靠广大青年的不断努力。

要提高青年人的理论素养。理论是科学化、系统化、观念

化的复杂知识体系，也是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

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青年正处于世界观、方法论形成的关键时

期，特别是在知识爆炸、文化快餐消费盛行的今天，如果能够

静下心来学习一点理论知识，对于提高他们分析问题、辨别是

非的能力有着很大的帮助。

要提高青年人的政治理论素养。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是

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回首近代

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我

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

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建立青年人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必须要对他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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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

育。

要提高青年人的创新能力。创新是推动民族进步和社会发

展的不竭动力，培养青年人的创新能力是全社会的重要职责。

但创新从来都是继承与发展的统一，它需要知识的积淀，需要

理论素养的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类社会最为重大的理论

创新，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助于青年人创新能力的提

升。

要培养青年人的远大志向。“一个民族只有拥有那些关注

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如果一个民族只是关心眼下脚

下的事情，这个民族是没有未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关注人类

自由与解放的理论，是胸怀世界、关注人类的理论，青年人志

存高远，奋发有为，应该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胸

怀世界，关注人类。

正是基于以上几点考虑，我们编写了这套《马克思主义简

明读本》系列丛书，以便更全面地展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知

识。希望青年朋友们通过学习，能够切实收到成效。

韩喜平  　  

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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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民主集中制原则既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又是我国国

家机构的组织原则。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

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面对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

稳定的任务，面对党所面临的各种考验和危险，中国共产党作

为我国的执政党，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才能统一全党和

全国人民的意志，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战

斗力；才能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更好地贯彻落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项部署，推动党的

事业蓬勃发展。

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党的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明确指出：“民主

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它既

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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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

利，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必须实行正

确的集中，保证全党的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保证党的决定得

到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十八大党章第十条把民主集中制规

定为六项基本原则：（一）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

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

除它们派出的代表机关和在非党组织中的党组外，都由选举产

生；（三）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

生的中央委员会；（四）党的上级组织要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

党员群众的意见，及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五）党的各级

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六）党

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民主集中制原则也是我国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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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代表大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上，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

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

它负责，受它监督；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的关系上，在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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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一领导下，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的职权，充分发

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民主集中制的具体表现就是极少

数人对大多数人的绝对服从。

只有深刻理解了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内涵，准确把握了民主

与集中的辩证关系，才能“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

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

局面”，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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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内涵

俞可平教授说：“民主是个好东西。”

民主对整个国家和民族，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是个

“好东西”。“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

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

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民主也绝对不是十全十美

的，它也会有许多的不足。民主不是万能的，不可能解决人类

的所有问题，但是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

的机会。所以，民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基石。

千百年来，民主的理想一直鼓舞世界各国人民为掌握自己

的命运而努力奋斗，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虽然民主

思想在西方和中国有着不一样的内涵和发展历程，也起着不一

样的作用，但是，民主用它的力量在人类的历史上勾勒了一幅

多姿多彩的美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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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民主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上形成的民主集中制，既是我

国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又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在最初，

民主集中制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写入《中国共产党章

程》的。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民主集中制开始运用到我国的国家

机构中，以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推动着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

人民当家做主，管理国家的一种国家形式），党内民主的发展和

人民民主的发展相互促进、相互推动，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在新时期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对于加强党的自身建

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具有重要的意义。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

体现，是维护国家政权稳定的根本组织制度，是实现社会和谐

的基础性制度，必须继续坚持和完善这一根本制度。

第一节　民主

一、西方民主的由来和发展

（一）西方民主的起源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主要是小规模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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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生活。因为生产力落后，使得早先的人们只能通过狩猎、采

集草根、野果和其他食物维持生存。因此，在这样的生存条件

下，在这些小规模的人群（也可以叫作“部落”）中，每个人

都可以平等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例如，年长的人或者经验丰富

的人普遍参与关于部落生死存亡的决策等，而不是一个人独自

作决定。后来很多学者认为这样的民主形式也许是人类社会最

“自然”的形式。当人类长期的定居生活形成以后，农业生产

和贸易让人们慢慢地摆脱了原始的生活方式，私有制开始出

现，人类社会紧接着出现了阶级对立，于是统治阶级就要建立

一个国家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因此原始社会部落中的民主已经

不适应国家这种新的形态，必须用一种新的民主形式来适应这

种变化，于是就出现了古希腊的民主。古代希腊在地中海沿

岸，古希腊的民主被人们公认为是西方民主的源头。

今 天 常 用 的 “ 民 主 ” 这 个 词 就 来 自 于 古 希 腊 ， 在

公 元 前 1 5 世 纪 中 期 ， 希 腊 人 首 次 使 用 “ 民 主 ” 一 词 ， 即

“demokratia”，来表达一种新的政治生活概念以及在希腊城

邦中的政治活动。“demos”的意思是“民众”和“地区”，

“kratos”的意思是“权力”和“做主”。把这两个词合在一

起就是“人民掌握权力、做主”的意思。因此，后来的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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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demokratia”解释为“人民统治”，也就是指人民自己管

理自己的事务。英语词汇中的“民主”、法语词汇中的“民

主”和俄语词汇中的“民主”都是从“demokratia”中转译过

来的。我国近代翻译家严复曾经将“demokratia”翻译为“庶

建”，庶在这里是“平民”、“百姓”的意思。“庶建”也就

是指国家政府是由平民百姓建立的。

在古希腊时期，雅典是一个民主风气十分浓厚的城邦国

家。公元前594年，担任雅典执政官（相当于城邦的元首）的

梭伦进行改革。他提倡所有公民都有资格参加城邦的公民大

会，参与城邦的政治决策，这一措施得到了大家的拥护和支

持。后来又在公民大会的基础上发展了500人议事会制度，因

此就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雅典民主。在今天，雅典的民主被西

方国家广泛称作古代民主灯塔。

（二）西方民主的发展：近代民主思潮的兴起

进入近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以文艺复兴

为转折点，民主思想再次出现勃勃生机。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为

了维护自己阶级的利益，开始反对基督教的神权政治专制和封

建君主制度，他们举着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的旗帜，批判

神权、王权和等级特权，公开宣称民主思想，他们把“天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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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分权制衡”和“主权在民”的信条奉为民主制度的根

本原则和核心内容，并发起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主要的代表

人物有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斯宾诺莎的“天赋人

权”思想，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政论家洛克的权力分立思想，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法国大革命的

思想先驱卢梭的“主权在民”思想。

1. 斯宾诺莎的“天赋人权”思想

斯宾诺莎生活在17世纪，当时的荷兰已经开始反对西班

牙的专制统治，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国家。

于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就和已经落后于社会发展的封建势力展

开了激烈地斗争。为了适应这种形式的需要，斯宾诺莎在他的

著作中猛烈地抨击封建基督教会。在1670年，斯宾诺莎出版了

一本名字叫作《神学政治论》的书。这本书使用科学的、历史

的方法，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批判了基督教最重要的经典——

《圣经》，驳倒了基督教神学家对《圣经》的各种歪曲和捏

造，并提出了著名的“天赋人权”思想。

斯宾诺莎的“天赋人权”思想认为：“神所显示的天意

赋予每个人以自由”，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自由权都是天意给你

的，并且是自己的自由权的监护人，每个人都有义务保护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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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自由权。这个权利不能全部被别人剥夺，人民可以根据制

定的公约保留一些权利，其他的一些权利可以交给自己所信任

的国家或者政府行使，斯宾诺莎认为统治者是社会正义与个人

自由的唯一监护人。如果一个人的权利全部被剥夺，“和平就

要受到威胁”，社会也会遭受危害，这必然对整个国家不利。

2. 洛克的权力分立思想

约翰·洛克是英国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著述家。洛

克的思想对后代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是第一位全面

系统地阐述宪政民主基本思想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深刻地影响

了美国的开国元勋及法国启蒙运动中的许多主要哲学家，被认

为是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和自由主义者。洛克在1689年出版了

《关于政府的两篇论文》，也就是《政府论》，这是他最重要

的著作，对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洛克认为人类最初是处在自然状态中，这个自然状态是有

自由、有平等，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的状态。在这个自然状态

中，人们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可以说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

内，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法去做一些事情，而不需要去听从

任何人的命令和指挥；人和人之间也是平等的，没有一个人可

以享受比别人多的权力；并且，在平等和独立的基础上，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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