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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历史性的飞跃。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是其

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民主法制思想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的璀璨明

珠，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我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思想对于维护国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遏制社会主义现代化进

程中的腐败现象，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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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是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

治建设实践相结合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它在我国的民

主政治建设进程中具有制高点的作用。因此，我们要

从全局的高度、战略的高度、从解决发展生产力和拒

腐防变的高度，联系国内外的实际情况，全面认识邓

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民主法制的创新和在我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重要意义。

一、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产生的历史演进

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作为当代中国民主法制建

设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它的形成是有其存在的理论渊

源和实践基础的。

（一）理论渊源

民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马克

思和恩格斯在探索无产阶级解放道路上，对无产阶级

的民主思想作了很多阐述。他们在 1848 年发表的

《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宣布：“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

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这里的

“民主”是指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管理

自己的国家。民主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

关于无产阶级法制建设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亲

自参加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深刻、全面

地总结和剖析了无产阶级专政所面临的法律问题时，

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新型民主与法制及其建

立的历史必然性。《宣言》也揭示出了资本主义法的

本质是体现资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这种意志和利益

是由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

而列宁是在领导无产阶级取得革命政权的过程

中，逐步认识到：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

态，是人民的统治。他还把民主与社会主义紧密联系

起来，认为两者不可分割，若不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就

不能实现。同时，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

无产阶级民主专政思想和法律学说，他把无产阶级民

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统一起来，其中这一理论本身包含

着法制建设理论，并指出法律“就像一般的任何政治

的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上层建筑在阶级消灭之前，在

无产阶级的社会建立之前，是必然要存在的），归根到

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

产关系决定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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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毛泽东领导人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

设的过程中将马列主义民主法制思想引进了中国。

建国初期，他在回答黄炎培提出的为防止历代王朝

“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时说：“我们已经

找到了跳出周期律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

有让人民来监督⋯⋯，才不会人亡政息。”［3］可见他对

民主的重视程度。并且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也

重视过法治，他认为现在的中国没有法律不行，刑法

和民法一定要搞，并不仅要制定法律，还要编案例。

同时，国家也采取了一些有临时纲领性的法律条例，

使民主法制建设得到了健康发展。1954 年 9 月全国

人大第一届一次会议颁布的第一部宪法，制定并通过

了一批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法律法令以及有关条例

和章程，使民主法制建设得到了健康发展，使人民民

主具有初步的制度化、法律化。但由于一度时期党内

“左”倾思想的影响，使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偏离了正

确的轨道，刚萌芽的民主与法制被扼杀在摇篮中。

（二）实践基础

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实践来看，邓小平民主

法制思想的实践基础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斯大

林晚年时期由于大搞个人崇拜，权力高度集中于个

人，最后导致了民主的破坏、法制的践踏。据估算，当

时斯大林残害了数千万共产党员和群众等无辜受害

者。二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扭曲变形的

群众运动取代民主与法制。由于党内“左”倾思想和

批判反冒进的影响导致的十年“文革”的爆发，全国出

现了轻视法律，有法不依的现象，并且日趋严重。这

时期监督机制、舆论、司法、监察等机关都无法正常地

独立行使自己的职权，甚至国家的监督体制出现了空

白现象。这就使民主缺乏法制的保障，使本来已不完

善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更加遭到了全面的践

踏和破坏。并且，砸烂公检法的极端行为使各级司法

机关陷入了“瘫痪”，已经制定的法律也束之高阁，“人

治”代替了“法治”。因而，所谓的“群众专政”造成了

许多冤假错案，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人身权利得不到法

律的保护，这时期，民主法制建设基本中断，以言代

法，以权代法的“人治”现象，使人们饱受了民主法制

不健全的苦难。

二、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理论创新

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回答和解决当代中国重大历史课题的过

程中，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

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一）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统一的、不可分

的，两者互为前提和保障。因而，我们绝不能把两者

割裂开来，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必须加强社

会主义法制，这样既能做到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又能

保证我们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 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

社会主义民主本质上是人民民主，即人民当家作

主。要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加强法制，并调

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

的关键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邓小平强

调，民主法制建设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

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建设的“推动器”。他提

出的“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两手抓”思想，体

现了法制与发展生产力也即经济建设的关系，从而保

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邓小平提议修

改宪法时要体现人民民主权利：一是人民有管理国家

的根本权力，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二是有管理国

家事务、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的权力；三是享有

各项民主自由权利，包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言论、出

版、集会、结社等权利。

2. 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

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把民主的精神和原则

具体表现为制度和法律，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

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

而改变。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也即法制

化，是邓小平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在社

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程中的历史经验教训，尤其是

“文革”的教训得出的正确思想。社会主义民主需要

制度和法律的调整和保障，必须加强制度方面的建

设，加强法制纪律，这样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使

好人能做好事，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关系

到国家政局是否稳定。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都是为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力武

器，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关于必须

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光辉，正确地表达了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

制的辩证关系。

（二）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民主法制建设

邓小平认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

社会主义法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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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于求成，也不能等闲视之，更不能盲目地建设，而根

据我国具体国情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必须有

领导、有步骤地进行。

l. 有步骤地进行。

由于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旧中国留

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

少；国民的文化素质较低，存在许多文盲、半文盲和法

盲，加上我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些决定了

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不能搞“破字当头”的大民主，必须

要有步骤地进行。对此，邓小平指出：“实现民主和法

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

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步骤、有

领导。否则，只能助长动乱，只能妨碍四个现代化，也

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4］。

2. 有领导地进行。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

心，党是否重视和加强对民主法制建设的领导，是民

主法制建设成败的关键。邓小平认为，不要党的领导

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

主。并且，他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

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

人口大国，离开了党的正确领导，民主法制建设就不

可能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就会造成政治上的动乱

局面。加强党对民主法制建设的领导，要求决策机关

各级领导干部努力提高民主法制意识，树立法制观

念，并制定正确的政策来指导民主法制建设，使之健

康地发展。

（三）“社会主义法制”上升为“社会主义法治”

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上升为“社会主义法治”真

正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在前夕的《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吹响了法治建设的号角。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一个治国理念和方略。在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邓小平把法治作为中国改革

的重要目标，“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

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5］。为了加强民主与法

治的建设步伐，他以身作则，带头废除领导干部终身

制，从而确立了法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

和作用。

社会主义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

内容，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内容和方向。我

党深刻领悟到了这一法治思想的精神实质后明确提

出：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

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

制”［5］“只有人民内部的民主，而没有对破坏分子的专

政，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

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功。”［5］。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下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是法治经济，客

观上要求市场主体、市场秩序、市场行为、市场运作等

各个环节都必须用法律来规范和调整，以法律手段来

调节和控制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因此，十四大报告

还进一步指出，要“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加强立法工

作，特别是抓紧制定与完善保障改革开放，加强宏观

经济管理，规范微观经济行为的法律和法规，这是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6］。这就指出

了法制建设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系，标志着我们对民

主与法制建设的理论认识和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实践

探索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现阶段，我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领域内出现了各种经济犯罪，这就客观需

要依法治国，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

而保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和实现四个现代化。

三、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在我国实践中的

重要意义

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为我国当前的民主法制建

设指明了方向，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具有举

足轻重的作用。

（一）有利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进

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国家的安全和社

会的稳定至关重大，这点邓小平早已认识到。他在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

中强调“安定团结十分重要”，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

中把“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列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

须解决的四个问题之一。同时，邓小平在深刻总结国

内少数人制造动乱和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历

史教训时，强调说：“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稳定才

能搞建设”，“稳定压倒一切”等。他还认为要维护安

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

会主义法制，而且不能搞西方那一套，否则，会出现

“文革”那样的混乱局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不能

取得成功。

（二）有利于遏制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腐败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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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化进程中往往会出现腐败现象的加剧，这

一点美国学者亨廷顿作过这样的分析：“大致看来，有

理由认为，腐化程度与社会和经济迅速现代化有关。

18 世纪和 20 世纪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腐化现象好似

就没有 19 世纪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腐化现象那么严

重。英国亦是如此，17 世纪和 19 世纪末英国政治生

活看上去就比 18 世纪的英国政治廉洁些。”［7］而当今

世界，正处在变革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总的来说更腐

败。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来遏制

现代化进程中的腐败现象呢？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

中得以充分体现。

第一，依靠民主监督来遏制腐败，这是根本所在。

民主监督主要包括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邓小平认为

我国有实行党内外监督的必要，无论是党内监督还是

党外监督，其关键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

扬我们党的优良作风。现代化的国家都十分重视民

主监督机制的健全和完善。只有健全的监督机制，才

能保证及时纠正错误的决策，防止国家和公众受到更

大的损失；才能防止和制止政府工作人员违法乱纪。

这样才能稳妥地不断推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第二，提高党内外高级干部素质来遏制腐败。政

府官员素质的高低，特别是对政府官员监督的强弱，

是腐败现象能否得到控制的关键。因为中国要出问

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内部必须搞好。我党要用

自我教育和社会教育来提高干部素质，让他们在遏制

腐败中起表率作用。

第三，依靠“两手抓”战略方针来遏制腐败。邓小

平认为遏制腐败，在进行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同

时，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从而保证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

（三）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邓小平一直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认

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的基本特征和本质属性。民主法制建设本身也是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果，我们必须加强

民主，健全法制，以确保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充

分发展。其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为社会主义

制度下的公民的思想行为方式提供了一个普遍的价

值尺度和评价标准，在一定意义上讲，民主法制建设

的发展水平代表着一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

其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在社会生活中的实现过

程，也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起重要的促进作用。只有

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消除封建主义、官僚主

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各种精神污染，才能打击

各种犯罪活动和不良现象，才能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

开放顺利进行，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其三，社会主义

民主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功保障。

民主法制建设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规范引导，主要体现

在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健康

发展，从而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

发展。

综上所述，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是在反思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和防止我国“文化大革命”重演的基础

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

根本保证。当前，我国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正进行政

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依法治国，实现社会主

义法治，并不断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

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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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

民中树立法制观念。”［2］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树立

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因为党对国家事务实行领导

的基本方针，是把党的主张、基本理论、路线和方针、

政策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变为国家法律，

并带头自觉遵守这些法律，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依法办

事，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这就要求党不能

把自己放在法律之外或法律之上，党领导国家事务的

活动必须限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之内，这是党活动的

基本行为规范，也是处理党与法的关系的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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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by Law ，Construct Legal System Nation in Socialism
———On Deng Xiaoping’s Democracy Legal System

XU Wen
（Sichuan VocationaI and TechnicaI CoIIege of Communication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To study Deng Xiaoping’s democracy IegaI system thought is theoreticaIIy and practicaIIy important for
recognizing the deveIopment reguIarity present in China，understanding the deveIopment direction of ruIe by Iaw and con-
structing modernized IegaI system of China. Based on research of Deng Xiaoping’s democracy IegaI system，the author
pointed out some suggest about how to ruIe by Iaw at new era and construct LegaI system nation in sociaI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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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ization of Democratic and legal Ideology of Marxism
———On Deng Xiaoping’s Democratic and Legal Ideology

NIE Bo
（China West NomaI University Nanchong 637002 China）

Abstract The Deng Xiaoping Theory is considered as a historic Ieap of Chinesization of Marxism. Composed of an
important part of Deng Xiaoping Theory，his democratic and IegaI ideoIogy is in fact of Chinesization of democratic and
IegaI ideoIogy of Marxism and is of a shining part of the treasure of ideoIogy of Marxism. It provides the theoretic founda-
tion to the poIiticaI restruc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 of sociaIist democratic poIitics and IegaIity . Therefore，this
ideoIogy maintains an important statu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Iist modernization of our country；and it aIso makes a
significant sense of safeguarding the nation’s stabIe and united situation of poIitics，repressing the phenomenon of corrup-
tion in the process of sociaIist modernization，and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Iist spirituaI civinization .

Key Words Chinesization； Deng Xiaoping； democracy； the IegaI system； ruIe by I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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