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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的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伟大

的革命，在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由劳动人

民群众掌握政权的国家。当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

下已经掌握政权，而其他国家还是资产阶级统治的

时候，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持住这个政权，保持住这

个社会主义的火炬，使它不断地迸发出更多的火

花。如何保持住这个火炬?列宁在十月革命后进行

了不懈探索，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

1 列宁强调苏维埃政权建设必须走自己的政治

发展道路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该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

道路，这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面

临的头等重要的问题。列宁十分明确地指出：这就

是苏维埃类型的政治道路。列宁在 1918年 12月 23
日明确说：“只有用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或苏维埃类

型的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资产阶

级共和国在内)，才能开辟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

路。”[1]687苏维埃政权不是别的什么政权，就是无产阶

级专政的俄国形式。“新的世界，社会主义的世界，是

以苏维埃共和国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1]568苏

维埃类型政治发展道路包含什么要求呢?这一道路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认为，只有苏维埃国家

组织才真正实现了马克思所说的必须打碎和彻底破

坏旧的即资产阶级的官吏和法官机构的目标。“巴黎

公社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第

一步，苏维埃政权迈出了第二步。”[1]701这一道路始终

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正如列宁所

说：“工农苏维埃，这是新的国家类型，新的最高的民

主类型，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是在不要资

产阶级和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来管理国家的一种

方式。在这里，民主第一次为群众为劳动者服务，不

再是富人的民主，而在一切资产阶级的、甚至是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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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共和国里，民主始终是富人的民主。”[1]568

列宁的思想告诉我们：在当代中国，推进民主政

治建设必须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的要求。习近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

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

符合中国国情、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正确道路。”[2]首

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

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

会主义政治文明。其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发展道路，就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

一根本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

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三大基本政治制度，巩固和发展

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

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偏离这

些制度。

只有正确地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道路的科学内涵，才能不会为一些片面的观点所迷

惑。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的

改革属于帕累托改进，绝大部分人都受益，改革共识

非常高。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化改革

的深化和加快，中国社会进入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的长周期，也就是“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前半段。

在这个跨度数十年的长周期中，随着相对贫富差距

扩大，社会矛盾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在这个阶

段不能贸然启动以民主化为大方向的政治体制改

革。其结论是：政治民主化之路必须走，但是一定要

在“库兹涅茨倒U曲线”跨过转折点，基尼系数降到

0.4以下的历史条件下启动。这种观点实际上认为

当前中国不具备发展民主政治的条件，应当在适当

的条件下进行政治民主化。这种观点看似有道理，

仔细分析是站不住脚的：一是中国的民主发展一直

都在推进中，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从来没有止步

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一直在稳步前

进，中国的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建设都取得了重大

进展。二是其所谓“政治民主化”无疑就是西方的竞

争性民主，也就是说，到基尼系数降到0.4以后，中国

就可以搞多元竞选了。这种认识偏离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要求。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要求，我们决不会搞西方的多党

竞争性民主。只要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种多党竞争性民主就不可能在中国实行，因为党

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因为“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

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保障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好制度”。这样一个本质、这样一个制度就

决定了多党制、议会制的所谓民主化在中国是永远

行不通的。

2 列宁强调苏维埃政权建设必须建立在人民群

众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民主管理基础之上

列宁十分重视民主发展的空间和物质条件问

题，多次谈到苏维埃政权要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实

现自身政治权利的物质空间。在列宁看来，资本主

义民主之所以是虚伪的，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资本

家、剥削者、地主、投机商掌握着十分之九可供开会

的最好的建筑物，掌握着十分之九的纸张、印刷所等

等。“无产阶级专政则要从资本家手里把地主宅第、

最好的建筑物、印刷所、纸库夺过来供劳动者使

用。”[1]686“苏维埃政权把成千上万座最好的建筑物一

下子从剥削者手里夺过来了，就使群众的集会权利

更加‘民主’百万倍，而没有集会权利，民主就是骗

局。”[1]606在 1919年 2月拟就的《俄共(布)纲领草案》

中，列宁指出：“劳动群众能对国家制度和国家管理

施加更直接的影响，即民主制的更高的形式的实现，

在苏维埃这种类型的国家，同样是靠下述两方面达

到的：第一，选举的程序和经常进行选举的机会，以

及改选和罢免代表的条件，对于城乡的工人来说，比

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最好形式下都容易和方便得多。

第二，在苏维埃政权下，基层选举单位和国家建设的

基本单位不是按地域划分，而是按经济和生产单位

(工厂)划分。”[1]722-723苏维埃政权能够提供最好的条件

让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不断实现

自身的政治权利。

在当代中国，人民群众对国家的管理不仅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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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的，而且是有多种途径的。首先，在我们国家，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不仅保证人

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行使自己的民主选举权利，而

且要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

督；不仅要有效地防止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

过问的现象，也要防止日常工作中的决策权、管理权

和监督权落空的问题。其次，我们不断扩大人民有

序的政治参与，人民实现了内容广泛、层次丰富、措

施有力的当家作主。我们真正建设了解民情、反映

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在各个层面

上增强了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保证了决策符

合人民利益和愿望。再次，推进协商民主制度的发

展。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

时有平等投票的权利，是否能够方便地行使这一权

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

的权利，是否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志。社会主

义民主不仅有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完整科学的制度

程序，而且有使人民群众能够保障权利实现的完整

的参与实践。所以，我们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协商

民主的发展。习近平曾经讲过：“在中国社会主义制

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

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

谛。涉及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人民内部商量好怎

么办，不商量或者商量不够，要想把事情办成办好是

很难的。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

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涉及全国各族人

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

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

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

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

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

量。”[3]73实现这样的协商，就需要建构平等协商的制

度。什么是平等协商制度?一方面，协商主体的社会

地位、政治地位是平等的，对问题是可以进行充分讨

论的，各方面的意见都能够在协商时完整清晰地表

达出来；另一方面，协商的结果必须是最大多数人的

最大共识或者交叉共识、重叠共识，不能是与协商主

体看法毫无关联的意见，也就是说，协商就是要把协

商者的所有合理意见和建议加以吸收。

3 列宁强调苏维埃政权建设必须以无产阶级政

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根本前提

十月革命后，俄共(布)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加强

苏维埃政权建设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紧

密相连。列宁一再强调：在我国，国家政权的一切政

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

导。因为，“只有共产党真正成为革命阶级的先锋

队，吸收了这个阶级的一切优秀代表，集中了经过顽

强的革命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的、完全觉悟的和忠诚

的共产主义者，把自己跟本阶级的全部生活密切联

系起来，再通过本阶级跟全体被剥削群众密切联系

起来，取得这个阶级和这些群众的充分信任——只

有这样的党才能在反对资本主义一切势力的最无情

最坚决的最后斗争中领导无产阶级”[4]342。列宁还强

调作为执政党存在着变质的危险。1920年4月5日，

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闭幕词》中就讲：

我们的党是执政党，因而自然也就是公开的党，是

加入之后就有可能掌权的党，我们在这个时期不

得不进行斗争，防止坏分子，防止那些旧资本主义

的渣滓钻进和混入执政党里来。他还强调：坏分

子在攀附我们的党，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是一个

执政的党。

如何使无产阶级执政党不变质呢?在列宁看来，

就是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体有三个办法：

第一，实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在实施过程中

把工人和其他阶级中最可靠的人吸收到党内来。在

1919年 10月 11日，列宁就指出：我们用动员人们上

前线和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来清洗党内那

些一心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

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第二，推广工

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活动，在征收过程中，把那些保

持着蓬勃朝气、对苏维埃政权无限忠诚、具有高度自

我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热情的人吸收入党。在苏维

埃共和国处于极其困难的时期，俄共(布)彼得格勒党

组织于 1919年 8月 10-17日、莫斯科省党组织于同

年 9月 20-28日相继举行了征收党员周活动。俄共

(布)中央全会总结经验后，9月 26日决定在各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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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村和军队中举行征收党员周活动。之后，在很

短的时间内，仅苏俄欧洲部分38个省就有20万人入

党，作战部队中入党的人达到7万人。这些党员在巩

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对

此，列宁指出：我们举行征收党员周并不是为了炫耀

一番，而是为了把真正先进分子吸收入党，“入党的

将都是一些真正拥护共产主义的人，真正忠诚于工

人国家的人，正直的劳动者，在资本主义下受过压迫

的群众的真正代表”[4]223。第三，进行清党活动，通过

清党尤其是重新登记，把“混进党内的人”驱除出去，

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社会主义信念的人留在党

内。列宁十分重视这个方面的活动，他指出：“徒有

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

们这样的执政党，即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

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

来的人’。我们曾不止一次地重新登记党员，以便把

这种‘混进党里来的人’驱除出去，只让有觉悟的真

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4]2221919年 3月，俄

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制定了新的党纲，通过了改善

党员成分和全党重新登记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

党的各级组织决不应当以降低党员的质量为代价，

来换取党员数量的增加。根据这项决议，俄共(布)
在短期内很快就清除了不少混进党内的投机冒险

分子、坏分子等。到 1923年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召开时，党员人数由 1920年第十次代表大

会时的 73.25万人下降到了 38.6万人，下降了 47％
的比例，但党的战斗力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大大提

升了。

我们党也一直强调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2016年 7月 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

进，就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着力提高执政能

力和领导水平，着力增强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能力，

不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5]先进性

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马克思

主义政党能够不断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的根本保证。

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

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做好以下

工作：

第一，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党的十

八届六中全会指出，必须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

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要求全党同志必须把对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

作为毕生追求。为什么要作为毕生追求?从根本

上说，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决定的，

是由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决定的。马克

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严密最科学最彻底的思想

体系。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

的，绝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

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

中，证明了是对的 [6]111。邓小平讲：“对马克思主义

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7]63他又

讲：“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

义的充分信仰……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7]63习近平

2015年 9月 11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 26次集体

学习时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就是对马克

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

和人民的忠诚[8]。

第二，建设廉洁政治，坚决反对腐败。党的十八

届六中全会指出：建设廉洁政治，坚决反对腐败，是

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任务。这一任务的

提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认识

深化的结果，也是对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经验的

科学总结，更是确保我们党始终能够驾驭市场经济

的要求。2014年 10月 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不可否认

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原

则必然会渗透到党内生活中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9]。如何防止渗透到党内生活中的商品交

换原则不扩散?必须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这个方

面，我们党采取了“零容忍”的态度，成效显著。2016
年12月初，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全国政协十二届

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十八大以来，

中央纪委立案审查中管干部222人，给予纪律处分的

中管干部212人；谈话896人次，函询1863人次，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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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3人次；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00余万件，给

予党纪政纪处分 100余万人。这些举措使不敢腐的

震慑作用充分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

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10]。

第三，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没有自身特殊利益的

政治本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015
年10月29日，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

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明确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

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党章中的规定：党除了工人

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

益。如果有了自己的私利，那就什么事情都能干出

来。党内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也不

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

集团。”[11]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党章，自觉地按照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去要求自

己，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4 列宁强调苏维埃政权建设必须自觉接受广大

人民的监督

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性

质出发，列宁认为，人民有监督一切国家公务人员的

权利。他非常重视人民群众行使检举、揭发和控告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乱纪行为的权利。列宁

指出：“我们应该有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

和方法，来杜绝毒害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性，反复

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12]186为了实现广大人

民群众的监督权利，列宁领导苏俄采取了一系列举

措：第一，切实把人民监督权放在突出的位置看待。

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二天，苏俄就颁布了由列宁起草

的《工人监督条例》。根据条例，成立了全俄工人监

督总委员会和地方工人监督委员会，由工厂委员会、

工会和工人合作社的代表组成，直接行使监督企业

的权力。1918年11月，列宁在起草的一份决议中规

定，任何一个公民对苏维埃机关或者是负责人的任

何措施(或拖拉作风，等等)提出控告，该负责人或机

关必须写出简要记录，以及事情的实质，并将一份交

给控告人，一份呈报上级机关，拒不写简要记录的负

责人，法院要予以追究。第二，设立并且不断改进专

门监督机构的工作，使监督效率得到保证。为了扩

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力，十月革命后立即就成立了

苏维埃监督委员会，1918年 3月设立国家监察人民

委员部。1920年 1月，又改组为工农检查院。1920
年2月，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工农检

查院条例》，目的是使工农群众独立行使对国家机关

的监督权，要求检查机关只受中央领导，保留检查机

关依法对地方政权一切决议提出抗议的权力和职

责，从而提高监督机构的权威。工农检查院与其他

国家机关不同，它完全依靠工人农民群众，实现工人

化和农民化。但是，在实践中，工农检查院的工作并

不令人满意。因此，列宁在 1923年 1月 23日向党的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改组检查院的建议。主要

包括：其一，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
100名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他们要经过严格的审查，

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其二，把工农检查院的

工作人员缩减为300～400人，这些人能够认真负责，

了解国家机关，了解科学组织劳动特别是管理、办公

等方面劳动的原理，能够职业化地工作。第三，把工

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工作，以使工

农检查院有很高的威信，能够更好地行使相应的监

督权力。

我们党一贯重视人民群众监督权的行使，尤其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落实人民

的监督权利。我们党始终强调，领导干部手中的权

力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领导干部使用权力，使用得

对不对，使用得好不好，必须要接受党和人民的监

督。习近平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

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

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

督。”[13]136如何实现这种监督，我们党做了大量工作。

第一，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们国

家，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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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人大代

表都要自觉地接受人民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66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17.6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
MARXISM-LENINISM STUDIES

的重要原则和制度设计的基本要求，就是任何国家

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都要受到人民的监督。我

们要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人民的监督

权从各个环节上得以落实。

第二，十分重视国家监察机构的建立健全。

1949年 9月 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

体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

法》，其中规定在政务院之下，各部委之上之外设立

人民监察委员会，其职能是负责监察政府机关和政

府公务人员是否履行其职责。1954年，政务院改为

国务院后，人民监察委员会改为监察部。1959年 4
月，因国家管理体制调整，撤销了监察部。1986年12
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恢复行

政监察体制，组建监察部。1987年 7月 1日，监察部

正式对外办公。1993年，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的纪律

检查机关与监察机关实行合署办公。随着进入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国家监察机构面临的任务

更加繁重，需要进行更加科学的改革。2016年1月，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要完善

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既加强党的自我

监督，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要健全国家监察

组织架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

家监察体系”[14]。为此，2016年 11月初，中共中央办

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 3省市设立各

级监察委员会。《方案》强调，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

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

层设计。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

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整合反腐

败资源力量，扩大监察范围，丰富监察手段，实现

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建立集

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这一体制的建立

不仅会进一步提高监督的效能，而且能够更好地

体现人民的意志。

第三，完善党内监督制度。2016年10月党的十

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条例》尽管是党内法规，但一直强调人民监督。《条

例》提出党内监督必须和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要求

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自觉接受党内监督、社会监督、群

众监督，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应当认真

对待、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

手段，推动党务公开，拓宽监督渠道，虚心接受群众

批评。可以说，党内监督的成效一定程度上取决于

群众监督的落实状况。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执政的短短7年内，对社

会主义国家治理问题作了很多探索，既有实践的措

施，又有理论的思考。我们要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

发展，把握列宁国家政权建设思想的精髓，不断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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