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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建国理论与实践探索的考察
钟

!

小
!

敏
!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成都

"+))"@

"

!!

摘要!中国共产党建国构想产生于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世界大背景中!且与政党建设相结合相伴随"中国共
产党始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把握时局的变化和历史社会提出的新要求!提出了不同时期的建国方案和治国方
略!形成了内容丰富#全面系统#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理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国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
实践创新的特点"人民共和国来自于广大人民群众实现民主权利的自觉选择!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成功实践!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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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系统
的国家理论#为建立新型民主国家进行了广泛&深入
的实践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此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国

")

周年之际#深入考察创建人民共和
国的艰难历程#深刻认识人民共和国的制度特征#对
于坚持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积极稳妥地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优越性和独特功效#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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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早期建国构想和实践准备
中国共产党早期建国构想产生于十月革命取得

胜利的大背景下#且与建党相结合相伴随%十月革
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俄国苏维埃运动及革命政
权模式引起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极大关注#陈独
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均对十月革命进行
了热情的赞扬&宣传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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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陈独
秀指出#'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
罗斯的社会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
键(#他主张'劳动阶级以强力和阶级斗争铲除罪恶
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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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新的国家#这个国家以'创造那
禁止对内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的第

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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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蔡和
森两次致信毛泽东#阐发他对建党问题和中国未来
的国家形式的观点#认为#要改造中国与世界#首先
要组织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动
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
中枢(+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就是废除资本主
义经济制度#建立'工厂的苏维埃&地方的苏维埃&邦
的以至于全国的苏维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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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认为#蔡和森提出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
造中国与世界#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他本人'于和
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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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党的组
织#毛泽东认为#'非得政权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
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因此#'这项工作极为紧要#且
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

希望我们七十几个会员!

#人人注意及此#以至诚恳
切的心#联络人格光明&思想向上的各方人士#结为
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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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无产阶级在反对封
建专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一
个与一切旧政党&与剥削阶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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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才能建立起稳固的无产
阶级政权#进而建立一个由无产阶级取得统治的共
和国%在建党和建国两者中#最重要的是首先要创
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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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
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正式宣告了中国共
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适应了中国近代
以来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作为无产阶
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选择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大会决定'以无产阶级革
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
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
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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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在党纲中首
次肯定了'苏维埃(是党的一项组织制度#未来的国
家采取'苏维埃(管理制度#是'劳动阶级(&'无产阶
级专政(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对未来国家形式有了更清楚
的认识#制定了两种建国方案%大会对中国社会经
济政治状况进行了分析#明确指出现阶段中国革命
的基本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
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
对'这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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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两种建国方案#

其主要体现在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中%指出,在目
前阶段#党的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
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党的最高纲
领是用阶级斗争手段#铲除私有财产制度#建立劳农
专政的政治#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尽管把马克
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全面&正确的结合起来#制定
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认识和掌
握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但是#中国共产党一经成
立#就对中国革命发展的趋势和前途做了正确的分
析#对未来国家的国体和政体作了简要而明确的表
述#其建国构想是符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

根据二大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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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党创办了政治
机关报-向导.周报#主要通过报道和评论时政#加强
党的政策的宣传%陈独秀在-本报宣言.中旗帜鲜明
地阐明了-向导.周报的宗旨#即'以统一&和平&自
由&独立四个标语呼号于国民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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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用'组织
真正的国民军#进行国民革命(的方案来'创造真正
独立的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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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用'国民革命(一词来
代替'民主革命(#陈独秀后来解释说#'我们需要真
正的民主政治#然而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

资产阶级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决没有欧洲十八世
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所以便改用国民革命来
代替民主革命这个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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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
民主革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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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区别开来#

并赋予其新的内涵#使这个口号更易为全国一切反
帝反封建的人们所接受#因而很快成为全国普遍的
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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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毛泽东在创办-新时代.月刊发
刊词中指出#本刊'是有一定主张#有一定宗旨的(#

'将来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
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
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

"

%党创办的其它刊物#如
-向导.周报&-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中国工
人.&-劳动周刊.&-中国青年.&-热血日报.等#大力
引介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以丰富的报道内容&深刻
的分析评说#发挥出最大的宣传效果#推动了革命运
动的发展%这个时期#党的主要任务,一是加强马克
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研究#从理论上探讨论证中国民
主革命的策略方法+二是努力把政治宣传工作贴近
现实&贴近群众#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积极扩大
党的组织#为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高潮积蓄力量%

二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局部执政实践探索
()

世纪
()

年代初#国共两党均把改造中国&建
设现代化国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国共两党改造
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纲领的一致性#使国共两党于
+*(F

年第一次携手合作#国民革命随之展开%在此
期间#国共两党均试图以各自的政治理念&政治纲
领&政治策略主导中国社会的改造#并试图改造对
方#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共两党最终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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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认为#当前中国的
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已背叛革命#中国
革命的主要动力是工农和下层小资产阶级#因此#目
前中国革命应该仿照十月革命的模式#在中心城市
举行武装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而建立苏维埃共
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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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策略的推动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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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开始#全国掀起了以攻占广州&武汉&长沙等中心城
市&建立城市苏维埃政权为目的的中华苏维埃运动
的高潮%然而#在本身力量薄弱且准备不充分的情
况下#各地的武装起义屡屡遭到失败%事实表明#共
产国际要求中共对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
的模拟完全不符合中国国情#这一阶段的中国革命
已走入绝境%在中国革命受挫的严重关头#以毛泽
东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及时总结经验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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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另辟蹊径#经过艰苦探索#最终开创了一条通过
武装起义#在广大农村建立根据地#最后夺取全国胜
利的革命的新道路%

推翻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崭新的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公开打出苏维埃革命旗帜
后始终追求的革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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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共八七会议
上#工农兵苏维埃作为一种革命的'政权形式(得到
确认#会议认为它是'保证工农民权独裁直接进入无
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独裁制//的唯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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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红色根据地工农苏维埃政权的先后创建和红
军的日益壮大#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一目标有
了实现的可能%经过一年半的筹备#中华苏维埃第
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于

+*!+

年
++

月
E

日召
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
员会#成立了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
委员会主席%从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旗帜在江
西瑞金上空高高飘扬#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局部执政
的实践探索%

()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艰苦的
环境中探寻发展中国革命&改造中国的新方案#其建
国方案与局部执政探索具有如下重要特点%

第一#中华苏维埃运动突破了俄国革命的模式#

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马克思恩格斯
在探索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国家政权形式时#曾
经提出过民主共和国是国家政权的最高形式#是无
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必然选择的重要设想%恩格斯
指出#人民共和国作为国家的最高形式#是无产阶级
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政治形式#在我国社会条件下
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选择%从-共产党宣
言.发表之日起#世界无产阶级就在为推翻剥削制度
而努力奋斗#探索&寻找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民
众利益的建国方案%经过巴黎公社和十月社会主义
革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找到了这个政治方案#这就
是工农苏维埃政权模式%在红色区域内创立的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尽管它的名称&形式和基本的指导思
想都还保留着俄国革命的烙印#但中华苏维埃革命
已经在城市中心论以及武装暴动夺取政权道路等问
题上突破了俄国的模式#开始具有中国特色%

第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实践上实现了多数
人对少数人的统治#在中国第一次解决了实质民主
的问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

中华苏维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

家#其政权实行各级代表会议制度+工农&红军兵士
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在苏维埃法律面前
一律平等+各级代表大会直至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由自下而上选举产生%通过政治动员和社会教育#

根据地民众对国家政权的认同#政治意识和参与热
情大为提高#各地基层民众积极参加选举#参加投票
的人数均超过

B)G

#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了
@)G

以
上%中华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体现了广大工
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政治诉求#保证了最大多数的
民众参与政权并管理国家#实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
的统治%最重要的是广大工农群众懂得了政治参与
的意义#参政能力大为提高#成为中共各项政策的拥
护者和践行者#形成了与中共政权之间的良性互动%

中国最早的基层民主选举以及当今实行的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即发端于苏区根据地%

第三#由民主方法和民主程序建立的乡&村苏维
埃政权#最大可能地加强了上级政权与基层民众之
间的联系%与国民党依靠地主&地方士绅维持农村
基层政权#造成许多地方的农民与国民党政府的隔
阂和对立形成鲜明对照#苏维埃政府通过深入开展
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把广大的贫苦农民
团结到自己周围#其干部或代表来自于当地的贫苦
农民#又直接服务于贫苦农民#苏维埃的'最中心任
务#就是使群众深切感受到苏维埃政府就是他们自
己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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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苏区社会最基本的行政组
织#党能够深入乡村#在广大的农民群众中进行宣
传&发动和组织工作#实现其对根据地社会资源的成
功控制%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政权
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横跨十几省的苏
区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的政治实体#

极大地扩大了中共在全国的影响#标志着中国的苏
维埃革命和工农政权建设发展到了极致%它不仅使
大批干部经受了严峻考验和锻炼#而且为中国共产
党执掌全国政权提供了广阔舞台#积累了丰富经验%

三
!

关于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建国方案
+*!B

年华北事变的发生#表明中日民族矛盾激
化并日益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实现国家独
立&民族解放成为中国首要的政治任务%中国共产
党迅速把握了正在形成的新的历史主题#响亮地发
出了将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的号召#并开始逐步调整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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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建国理论与实践探索的考察



的策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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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中国共产党适时地将
工农共和国口号改变为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指出,

'将口号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的侵略改
变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
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我们过去的
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
么#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
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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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B@这一策略显然更适合实际斗争的需
要%

+*!"

年
@

月
(B

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的主
张%中共认为#这样的国家是一个能够抵抗外侮的#

能够给予人民以民主权利的#包容更多阶级&阶层于
其中的民主共和国#是'半殖民地中国在现时代所要
求的('现代化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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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进而提出了
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一"与苏维埃共
和国和国民党政府相比#中华民主共和国'是较一部
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
之全中国主要地区国民党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
制度(

)

+!

*

@@

+!二"中华民主共和国不是一个阶级的国
家和政府#其中必须包括工人&农民及小资产阶级在
内+!三"建立'临时国民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
机关(

)

+F

*

!@!

#

!@B

%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有利于抗日
战争的国家制度与政府制度(

#

)

+F

*

!@!

#它必将加快中
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值得注意的
是#毛泽东特别强调#中华民主共和国是殖民地半殖
民地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种国家形态#它具有
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在政体上#中华民主共和国采取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县&区直到乡人民代表会议
制度#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实行民主集中制+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
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
国)

+F

*

"EE

%这是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政经验的总
结#亦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国理论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从政权构成上看#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中华民主共和
国实际上已接近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形态%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出现了和平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再次表示了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

+*!E

年
(

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中共向国民
党作出了包括'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在内的四
项保证#并立即发布文告#停止苏维埃时期的土地政

策#实行减租减息政策)

+B

*

!@"

#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容纳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民主
政权%

+*F+

年#中共中央批准颁布的-陕甘宁边区
施政纲领.明确规定#边区政府保证根据地一切抗日
人民享有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等更为广泛的民主权利#抗
日民主政权及机关人员按照共产党员&党外左派进
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

+

0

!

的'三三制(原则加以配
置%在抗日战争中#'人民(的内涵更加宽泛#地主&

绅士&资本家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均被视为'人民(#

不仅在经济上保证了个人私有的大部分财产#而且
还恢复了公民资格#在政治上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一些人还当选为参议员#进入中共乡村政权任
职)

+"

*

++E

%'三三制(从政权建制上凸显出党领导的
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的内涵与实质%

四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及其政权特色
抗日战争的八年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争取

民族解放的大旗#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
战#坚持团结全国最大多数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政策#因而博得了人民的信任%中国共产党已经成
为政治上成熟&斗争经验丰富&政策坚定正确#在中
国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政党#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FF

年
*

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上#中国共产党明
确提出了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局面#召开
国事会议#组织容纳各抗日党派的联合政府的主张%

+*FB

年
F

月#毛泽东所作的中共七大政治报告#全
面阐述了关于民主联合政府的思想以及建立民主联
合政府的步骤%毛泽东指出,'目前时期#经过各党
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建立临时联合政
府(#'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
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为达此
目的#'愿意团结各阶级各党派#在一个民主共同纲
领之下#为现在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

)

+E

*

+)"*

%中国
共产党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思路具有重要的历
史价值#其中所创造的党派之间协商的方式#关于未
来执政的设想#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实行多党合
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理论基石%

为适应抗战结束后国内政局和阶级关系的新变
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三制(联合政权性质转变
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
专政#政权组织形式也由'参议会制(向'人民代表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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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制度过渡)

F

*

(F@

#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人民当
家作主的国家形式以及实现民主的途径继续进行深
入探索%

由于蒋介石始终坚持独裁统治#拒绝接受成立
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而且很快撕毁了同共产党及
其它党派的一切协议#在制定新的国家实施计划时#

毛泽东明确指出#即将建立的国家的名称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

)

+@

*

+(E!

%

+*F*

年
"

月
!)

日#毛泽东发表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对新民主主义建国模式的
基本特征作了全面详尽的阐述#并将它同苏联模式
作了区分,!一"总结了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阐释了
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是近代以来中国社
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毛泽东明确指出#'西方资产阶
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
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
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

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
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二"阐明了新政权内部各阶级的地位及其相
互关系#毛泽东强调指出#'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
阶级的领导(#其'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
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发
展中国经济#必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

'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
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三"指明了建立新
的国家的途径#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现阶段#人民是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
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
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对于人民
内部#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
由权#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
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

*

+FE+

#

+FEB

%上
述一系列原则和基本政策#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
坚实的理论和政策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前两种国家形式相比#有显
著不同的政权特色%

其一#在政治框架中排除了'多党竞选(和'多党
轮流执政(%

+*(E

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存在着既
不同于共产党又不同于国民党&代表中国民族资产
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间势力%他们坚持认
为#中国既不能走旧资本主义道路#又不能走社会主
义道路#只能走中间的改良道路#即所谓第三条道

路%抗战胜利后#中间势力在国共两党力量相对均
衡的局面下#异常明显地活跃起来#并在一部分民主
党派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们认为#'国民党固然
不能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打倒国民党(

$

#国
共两党力量相对均衡的时局正是中间党派在'中国
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

)

+*

*

F"

#他们号召一切
中间力量#'在民盟的旗帜下#分别组织#联合行动(#

在时局斗争中起'决定的作用(

%

%中国共产党与中
间党派在走什么样的道路&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等根
本问题上有原则分歧#但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争
取和平民主&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方面有着共同一致
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平建国方针#在抗
战后期反对蒋介石'一党独裁(以及争取建立联合政
府而进行的民主运动中#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博大胸
怀#赢得了各民主党派和各方民主人士的钦佩%他
们发表宣言#一致认定中共提出的关于召开政治协
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符合于全国人民
大众的要求(#恳切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
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

独立&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

()

*

B)B

%这个
政治声明表明#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
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建立人民民主的
新中国#这是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关系具有历史意义
的转折%中国共产党日益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拥
护#党的领导有了最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基础#而国民
党的独裁统治&血腥恐怖行为则遭到人民的坚决反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是在与各民主党派互动互信&平等的协商国是#同坚
持独裁统治的国民党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个基础上形
成的#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党制度的开放性&合作性以
及团结建国的精神%

其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以正式确立#并居于
政治制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F*

年
*

月#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大会通过的
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
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的政权#国家政权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
人民政府#各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性质确定为新民主主义国家#这是毛
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层在民主革命时期就确定
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建国目标%它与苏联政权模式

*

钟小敏
!

中国共产党建国理论与实践探索的考察



的最大区别在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建立的是共产
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
政+而苏联政治体制的根本特征是强调无产阶级通
过共产党建立起一党专政%

+*BF

年
*

月
+B

日#第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进一
步明确了我国的国体和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
为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相适应的根本政治制度
得以正式确立%这一制度既充分反映广大人民的意
愿#又有利于形成全体人民的统一意志#保障了人民
当家作主的权利#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是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

五
!

中国共产党建国理论特点及其实践创新
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创建人民共和国的艰难历

程中#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理
论与实践创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建国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
理论品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在欧洲产生并发
展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运用到人口众多&经
济落后&情况复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革命实
践中来#这是一项极其伟大而艰巨的任务%以毛泽
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
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解决
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即以人民大众的马克
思主义实践为依托#为人民大众理解&掌握并化为实
践中的自觉行为这个重大的问题%党的建国理论内
涵丰富#其理论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国
家学说#秉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方法#把政体作
为国家问题的主要组成部分#迅速把握时局的变化
和历史社会提出的新要求#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
多维度予以考察#提出了不同时期的建国方案和治
国方略#从而逐渐形成内容丰富&全面系统&富有中
国特色的国家理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国理论
与时俱进和创新的品质%

其次#中国特色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为民主共和
国的创建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马克思恩格斯认
为#消灭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
要经过真正的革命(

)

(+

*

!+B

#而暴力革命是实现无产
阶级专政国家制度的途径%但是#

+*(E

年南昌起
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全国各地一次次武装暴
动的失败#清楚地证明了在中国不可能采取俄国十
月革命的方法#夺取一两个中心城市#就可以形成全

国革命高潮%在中国革命受挫的严重关头#保存革
命火种#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成为共产党人反抗国民
党统治的唯一选择%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探索#最
终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走出了一条工农武装
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的革命新道
路)

((

*

+E@

#这在中外历史乃至国际共运史上均无先
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以及革命新道路的开
创#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
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
篇#为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提供了重要的前
提条件%

第三#创建了具有鲜明的人民解放价值取向的
政权制度%中国共产党从最初设想建立'中华联邦
共和国(到倡导成立'中华民主共和国(#从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的执政实践探索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
立#其间#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工农民主&人民民
主&新民主主义等政治主张#创造了国民革命时期的
'农民协会(和上海'市民代表大会(&土地革命时期
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大会(&抗日战争时期民主根
据地的'参议会制(&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实行的各
界'人民代表会议(等多种民主形式%尽管国家名称
表述不同#建国方案有较大差异#实现民主的途径不
同#但人民民主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没有改变#中
国共产党代表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和整个中华民族
的利益&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的目标始终
如一#其理论&纲领以及实践奋斗#反映了国家独立&

民主&统一的历史要求#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F*

年
+)

月
+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庄严宣
告,'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新社会的主
人(

)

(!

*

+

#中国第一次实现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
大众翻身当家作主的历史巨变%新中国的诞生#开
启了中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新历程%人民共和国
产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
国家富强而进行的伟大斗争#来自于广大人民群众
实现民主权利的自觉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中国
共产党实现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重大转变%

第四#构建了当代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框架%

如果说工农苏维埃代表会议是舶来品#那么中国共
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多党派
参与政权的'三三制(就完全是中国本土化的&为适
应中国政治生态的政党制度提供的一种崭新的设
计%'三三制(民主政权体现了政党之间的相互尊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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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治上的完全平等#使执政党的权力得到有效监
督和制约%

+*F*

年
*

月
(E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周恩来
对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的实质作了这样
的解释,'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它完全不同于旧民主的议会制度#

而是属于以社会主义苏联为代表的代表大会制度的
范畴之内的%但是也不完全同于苏联制度#苏联已
经消灭了阶级#而我们则是各革命阶级的联
合(

)

((

*

!"*

%在党际关系方面#则体现为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这是把现代
政党制度的一般取向与中国民族性的特殊取向有机
结合起来#既不同于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又区别
于苏联一党制#是崭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
度%这个制度的最大优点#是确保了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地位#有利于扩大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参与和相
互监督#达成最广泛的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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