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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国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研究取得了显著的理论成果，但从总体上来看还处于转型时

期。以 20 世纪 90 年代为界，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及 90 年代前期侧重于从意识形态层面对马克思主义民主思

想进行解读，强调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的阶级性和唯物史观上的独特贡献，而将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置于一

般原理层面进行探讨的较少。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及之后，特别是近些年国内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研究有了

较大突破，体现在四个方面的发展趋向: 走向学术角度的原理分析; 经验基础上的理论阐述; 民主问题与相关

学科的交叉研究; 继续 20 世纪 90 年代的研究，但更具体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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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至今，国内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研究取得了

巨大的理论成果，但从总体上看当前还处于转型阶

段。以 20 世纪 90 年代为界，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及

90 年代前期大多集中于民主的阶级实质、民主与社

会主义、民主与自由、民主集中制等问题。这一时期

侧重于从意识形态层面对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进行

解读，强调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的阶级性和唯物史

观上的独特贡献，而将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置于一

般原理层面进行探讨的较少。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

以后，特别是近些年国内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研究

有了较大突破，体现在四个方面的发展趋向: 一是走

向学术角度的原理分析，二是经验基础上的理论阐

述，三是民主问题与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四是继续

20 世纪 90 年代的研究，但更具体和深化。

一、20 世纪 90 年代前及 90 年代前期的研究重点

20 世纪 90 年代前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研究围

绕民主问题争论的核心有: 民主是大事还是小事( 民

主的地位和作用) ? 是全民民主还是人民民主( 民主

的阶级性) ? 实行一院制还是两院制( 民主的形式) ?

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民主( 民主和专政的关系) ? 是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还是多党制( 政党民主问

题) ? 是法治还是人治? 民主是手段还是目的，或是

手段与目的的统一( 民主的目的) ? 民主是具体的还

是抽象的? 民主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 民主是速成

的，还是渐进的? 民主有无东西方之分? 民主与经

济基础、唯物史观之间是什么关系? 等等。这些理

论研究成果体现在著述和论文中，较早些的如于光

远在 1980 年发表的《提几个关于无产阶级民主的理

论问题》，其中涉及了对民主的阶级性、民主的内容

与形式等问题的讨论［1］。1983 年庄正华、周积泉发

表《马克思科学民主观的形成及其在我国的运用与

发展》一文，通过对巴黎公社的分析来考察马克思的

科学民主观在我国的运用与发展［2］。1988 年胡绩

伟、常大林所著的《民主论》，1990 年王子杰所著的

《民主论》等书大多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无

产阶级性、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如何加强我国

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等问题进行研究。这一时段，对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研究带有较明显的意

识形态性。这与当时国内的学术指导思想有关，也

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学术研究总体局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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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研究有

了细节的变化，比如王玉海在《新时期民主论纲》一

书中对马克思主义民主观进行了系统考察，包括民

主的辩证运动、民主的本质与特征、民主的内容与形

式、民主制的原则与环节、民主的地位和作用; 民主

的类型，社会制度类型、社会生活类型、范围类型; 科

学社会主义的民主理论及其发展阶段; 马克思、恩格

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的民主理论; 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民主建设的经验教训; 处理社会

主义民主建设中的各种关系; 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高

度民主而奋斗等问题［3］。许多类似的著述，不仅对

马克思经典作家的民主观进行了系统论述，更重要

的是结合中国实际，对本国领袖的民主思想进行了

集中论述。刘宝山《当代中国民主论争及其对民主

建设的影响》一文对我国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的民

主问题研究进行了总结［4］。基本上，他对马克思主

义民主理论研究状况的概括，能反映那个时代的研

究方向和论争中心。

二、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至今的发展与创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至今，特别是近些年国内关

于民主问题的研究有了较大突破。民主政治研究越

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

入、政治体制建设的推进有着紧密联系，同时也与国

际学界对话的加强有较大关联( 例如，为了加强对民

主问题的系统研究，1998 年 4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成

立民主问题研究课题组)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

至今，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研究基本上沿着以下四

个层面发展:

( 一) 走向学术角度的原理分析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民主研究在学理层面上有

了新的突破和进展。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基

础理论，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

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政治体制建设

的关系，民主理论的一般概念、普遍价值和共同形式

的研究，民主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连

续性等问题，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研究实现了多角

度创新。
第一，从政治学的原理到西方的哲学思潮，从当

今世界政府理论的创新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治理

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和深刻

的理性思考。马克思主义不仅仅强调民主的阶级

性，强调民主与专政的不可分割，强调民主的经济基

础等，正如民主制是普遍和特殊的一样，马克思的民

主理论也是普遍与特殊的真正统一。这一观点在俞

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增量民主与善治》《中国

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民主与陀螺》《让

民主造福中国》等著述中得到充分体现。他对中国

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中诸多问题进行思考，并提出

了“增量民主”这一概念。俞可平《马克思论民主的

一般概念、普遍价值和共同形式》一文对马克思主义

民主理论的一般概念、普遍价值和共同形式进行了

论述［5］，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思想并没有离开人

类民主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长河，这对于理解马克思

主义民主理论与传统西方政治哲学之间的渊源关系

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从原理角度探讨了作为历史过程主体的

人与新型民主的关系。这一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应加强政治民

主建设，应通过挖掘马克思著述中的民主思想，实行

“人民监督”的新型民主政治思想。王东的《对〈资

本论〉历史观的沉思》《强化人民监督权———克服官

僚主义腐败之风的重要途径》《建立权力运行的人民

监督机制》《用人民监督保证“三个代表”———防止

官僚腐败的根本途径》等著述和文章就是典型代表。
他指出，民主建设在制度建设上，最重要的是建立权

力运行的人民监督机制，其中包括人民监督法、人民

监督制、人民监督权三个基本环节。建立权力运行

的人民监督机制是防治官僚腐败的治本之道。
第三，以建构、重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论

题，系统阐发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结构中关于市民社

会与国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等。马

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既有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
意识的历史作用的肯定，又有对其蕴涵的虚假性的

批判，既有对社会主义民主观念与资产阶级民主差

异的论述，又有对它们之间历史连贯性的阐明。这

些不同的思想要素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马克

思与自由主义民主》［6］《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 是否

可能与何以可能》［7］等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民主观

是一种高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向着民主消亡过渡

的新型民主的追求。马克思从未在理论上还是政治

立场上否定过他早期的民主概念的积极意义。在马

克思的早期思想与后期思想之间，在《论犹太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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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与《资本论》之间，在作为民主主义者的马克思与

作为共产主义者的马克思之间，存在着本质的联系。
民主概念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具有连续性，即马

克思一直把民主看作是高于现有国家政治形式的形

式。民主对于克服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分立、对于社

会把国家政权的重新收回具有重要意义。
( 二) 经验基础上的理论阐释

经验层面进行的研究有很多范式和路径，既有

实地考察中国最基层的乡村民主、自治建设研究，也

有对民主政治建设自身的具体研究、讨论民主建设

与党的建设的关系，等等。
近些年围绕着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即乡村民

主、自治建设研究，产生了一系列代表性的著述。如

包心鉴、王振海主编的《乡村民主———中国农村自治

组织形式研究》;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内务室、
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编的《依法全面推进

村民自治 贯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指南》; 张湘涛所

著《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探索与实践》; 李俊清、
王臻荣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举: 村民自治

的理论与实践》，等等。这些文献围绕着诸多问题展

开了讨论，例如，村民自治和民主理念; 我国乡村的

“草根民主”; 我国村政制度的历史沿革; 我国村民自

治的客观必然性及实践历程; 我国村民自治的制度

建设和组织形式; 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村自治组织

建设的各种关系及变化; 民主的运作方式、工作方

式; 推动村民自治健康有序地发展; 加大普法执法力

度全面推进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中的直接民主决策，

等等。
其次，民主政治建设本身成为一个研究重点，学

者们对民主自身的运作模式和方式进行了较为深入

的探讨。如王在水的《程序与民主》、韩强的《程序民

主论》、梓木的《民主的构思: 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发展与改革》、王力雄的《递进民主———中国的

第三条道路》等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运行进

行了理论分析。
再次，民主建设与党的建设关系也成为研究重

点。如李铁映的《论民主》［8］、肖立辉的《中国共产

党党内民主建设研究》等就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民主

理论、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治理论、中国社会主义的

民主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内民主、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党的十

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党内民主建设的相关文件为民主

政治建设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 三) 民主问题与其他领域的交叉研究

除了就民主本身展开讨论，近 20 年，民主问题

与其他相关学科联合研究的态势日益热烈。如民主

建设和法制建设、民主建设与文化建设、民主建设与

经济建设等领域的交叉研究，都取得了较为突出的

成果。
国内学界探讨民主建设与法制建设关系的有谷

春德、吕世伦所著《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问题》，马起

华所著《民主与法治》，邓初民所著《民主的理论与实

践》; 探讨民主建设与文化建设关系的有马起华所著

《民主政治与政治现代化》、吴澄著所著《两个文明和

民主建设》; 研究民主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的有张利

华所著《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谢岳所著《大众传媒

与民主政治》; 研究民主与心理学交叉的有黄建钢所

著《政治民主与群体心态》; 研究民主与女性关系的

有梁旭光主编的《民主政治进程与妇女参政》; 还有

研究民主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关系，如何信全所

著《儒学与现代民主 当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研究》、
邓小军所著《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逻辑结合》，等

等。
这些交叉的学科研究，一方面有利于马克思主

义民主政治研究的发展; 另一方面对相关学科的研

究也起到了推动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研

究在新形势下面临新情况需要解决的复杂问题，也

是社会系统发展必然的指向。
( 四) 继续 20 世纪 90 年代的研究，并有所深入

和发展

这里包含多种研究方式和内容。其一，对马克

思和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文本解读。如徐东礼、记

政文的《民主论》，其中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

的发展脉络，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实践历程、民主

建设中的辩证关系，包括民主与自由、平等、集中、法
制、共产党的领导之间关系的论述。徐东礼《马克

思、恩格斯的民主观》一文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

民主观的指导［9］。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观的核心

内容是: 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民主是手段也是

目的，民主与专政、法制、权威的辩证统一，必须坚持

党的民主集中制。此外《民主: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

核心 价 值 理 念》［10］《民 主 是 社 会 主 义 固 有 的 东

西———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习笔记》［11］等文章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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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民主观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

析，即分析了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无产阶

级和人民群众的原则，更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旗帜; 社

会主义重在实践，没有民主的实践就不可能有社会

主义; 社会主义民主的切实落实必须要有制度的保

障等问题。
其二，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自由主义民主

观之间关系的研究。吉洪武《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

思主义民主观》一文指出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自由主

义民主观的唯心主义哲学基础的改造，实现了对民

主观的唯物史观突破，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民主

观。这种改造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是把对民主

的认识提升到生产力的高度; 二是把对民主的认识

提升到生产关系的高度; 三是把对民主的认识提升

到生产方式的高度; 四是把对民主的认识提升到国

体的高度［12］。叶庆丰《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一

文指出，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在自由与民主关系

这一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我们必须再次强调民主的

历史性、社会性和阶级性［13］。罗骞《马克思主义的

自由民主观》一文指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一贯高

举自由主义的旗帜，然而冷战后西方思想家却借用

斯大林的错误，指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专制主

义，这是错误的，我们要认清社会主义自由民主与资

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区别，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推进马

克思主义民主的发展［14］。
还有些研究者将马克思恩格斯民主观与后来的

马克思主义者联系起来，特别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

者的研究，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的民主观研

究。如梁柱主编《毛泽东民主政治建设思想探析》、
李蓉所著《人民民主: 毛泽东的理想与实践》、聂月岩

所著《邓小平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 民主与法制理论研究》，等等。这对

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系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研究的总体状况来看，国

内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

就。以 20 世纪 90 年代为界，存在着明确的历史分

期，这种分期受到国际学术研究的影响。对于研究

者来说，不同的研究范式对研究结论的导向性是不

一的。在对待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时，应借鉴成熟

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其中，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

原理研究、经验研究、交叉研究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方法。在既有基础上，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

研究，将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基本理论研究与中国实

践进一步结合是未来发展和创新的方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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