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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敌后创建的第

一块抗日民主根据地。边区作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斗

争的前哨阵地，孤悬敌后，又地处“堡垒如林、沟墙如

网的广大战场”和敌、伪、顽各种势力犬牙交错的复

杂环境，①屡经敌寇的扫荡蚕食，加之天灾肆虐，与陕

甘宁等其他抗日根据地相比，其生存和发展条件更

为艰苦。在这种独特而艰难的环境下，边区结合自

身实际革命性地建立完善了边区新民主主义政权，

为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其

他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和全国性革命政权的建立发

挥了示范性、先导性作用，被党中央誉为“敌后模范

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②边区在敌后

夹缝中顽强生存、坚持抗战，并积极开展新民主主义

的善政与良治，为新时期政权建设改革提供了理论

依据、实践基础和价值导向，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学界在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研究方面更多关注陕甘

宁边区，对晋察冀边区政权的构建、政权的特点、施

政措施和效能等方面研究相对薄弱。本文重点论述

晋察冀边区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的独特探索与创造

性实践，并从阶级合作、实事求是、价值导向等方面

探析其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

一、革命性创构：边区政权的构成与组建原则

晋察冀边区政权是随着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

扩大而建立健全的。边区把政权建设作为根据地建

设的首要问题和革命的中心问题，从1937年10月聂

荣臻率一一五师一部在五台山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

开始，直至1943年1月边区隆重召开第一届参议会，

边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革命性地建构了从边区级、

县级、区级直到村级的各级民意机关和行政机关，边

区新民主主义政治体制在华北敌后的抗日根据地趋

于成熟和完善。

晋察冀边区政权机构主要由边区、县、区、村各

级民意机关和行政机关组成。边区各级民意机关是

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包括村代表会、区政会议、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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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会议和边区参议会；边区各级行政机关由民意机

关选举产生，包括村公所、区公所、县政府和边区行

政委员会，各级行政机关都建立有民政、财政、教育、

实业、司法等工作部门，构成完整的政府职能机构系

统。各级民意机关是全权的机关，有选举、罢免、召

回、撤换政府行政人员，以及创制、复决的权力，“是

同级政府的‘上司’”。行政机关作为民意机关的“下

属”，其组织构成和负责人由“民意机关选举，并由民

意机关罢免”，“对民意机关(边区参议会及县议会等)
的决定有绝对服从的义务”。③除各级民意机关和政

府机构外，边区还组织成立了军需供给、除奸谍报、

管理商贸、推动生产、开展社会教育等机构，这些机

构“配合上各级政权机构形成的辐辏”，④整体构成了

边区政权工作体系，为全国革命政权体系的建立搭

建了雏形。边区政权是唯一被国民政府承认的敌后

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权，对其他根据地政权建构提

供了实践依据和参考借鉴。

直接普遍平等的民选原则是晋察冀边区政权建

设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唤醒了边区民众的民主意

识，有力动员了边区民众共同参与政权、保卫边区和

抗击日寇。边区成立之前，民众缺乏民主体验，民主

意识淡漠。直到边区成立之后，通过教育引导，边区

民众才体会到属于自己的政权的重要性，实现了逐

渐由对民主政治的漠视，到正视，再到珍视的转变，

积极踊跃参与和捍卫边区政权。边区采取直接的、

普遍的、平等的、无记名的投票方式进行民主选举，

规定除了汉奸、被依法剥夺权力和精神病患者外，

“凡在边区境内之人民，不分性别、职业、民族、阶级、

党派、信仰、文化程度、居住年限，年满十八岁者，经

选举委员会登记后，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⑤边

区境内的蒙古人、西藏人、满洲人、回族人与汉人在

团结抗日的前提下在政治经济社会上均一律平等，

在选举时也逐渐取消对少数民族选民比例的限制，

真正实现无差别的民主。在组织选举中，边区结合

农民文化程度低的实际情况，通过歌曲、戏剧等老百

姓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方式，动员和激发边区全体

民众参与民主选举。如行唐县“以敲锣打鼓、唱歌、

演讲、写标语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民主选举的内容和

意义，掀起选举高潮。演唱的歌曲有《宪政是什么》

《大家选举要慎重》《我们实行宪政》《为聂司令员竞

选参议员》等”。⑥上北庄则组织业余戏剧社、啦啦

队、宣传队等在街边村头给边区百姓演艺民主与选

举的戏剧、舞蹈。⑦选举过程中，边区采用投豆、画

圈、背箱、烧香洞等多种方法以实现普选、民主的目

的。民选不仅成为边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还

成为了边区的一件喜事。在北岳区选举时，年轻姑

娘、刚过门的媳妇、临产的孕妇、卧病多年的老太太，

都穿上节日服装成群结队进入选举会场，在选举结

束后，还举办盛大的庆祝演出，“选举大会的仪式是

辉煌庄严，会场是热烈紧张。人们都把这一天看作

一个盛大的节日，这是晋察冀人民的大典”。⑧边区

的民主选举，改变了边区民众对民主政治的漠视，培

养了边区民众的政治意识、政权意识和民主意识，也

扩大了边区政权的群众基础和民意基础。

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夏的民主选举运动，全边

区平均参选人数占选民总数的 81.9％，晋察冀区参

加区选的选民占全部选民的 80％以上，参加县选的

选民占全部选民的 86.3％，参加边区参议会选举的

选民占全部选民的 91.1％；中心区的阜平、平山，参

加选举的选民占选民总数的 98％，有的村达到

100％，而且游击区举行的秘密选举，参加选举人数

也在 70％以上。⑨边区的选举运动也得到了中央的

高度肯定，《新中华报》头版社论中指出，晋察冀边区

1940年夏的选举运动“其成就是伟大的，其在政治上

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它奠定了彻底实现新民主主

义政治，更加巩固和发展晋冀察边区坚持敌后抗战

的坚实基础。这一选举运动的经验，应成为全国首

先是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民主建设上宝贵的参

考和借镜”。⑩《解放日报》也盛赞边区的民主选举，

称晋察冀“从边区到村级的民意机关，都由严格的普

选产生。在当时乃至今天，这种成绩在敌后抗日根

据地都还是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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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三三制”建政原则是晋察冀

边区政权建设的又一基本原则，既有力巩固和扩大

了执政基础，更团结了边区各界民众捍卫政权、保卫

边区、抗击日寇。在 1940年 3月中共中央提出实行

“三三制”建政方针之前，晋察冀边区已具有相对较

长时间的建政实践。与陕甘宁边区不同，晋察冀地

处华北抗日前沿、孤悬敌后，为实现全民抗日，团结

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阶级、阶层，边区一直比较注意

在各级政权中吸收同情支持抗日的各党派、各阶层

人士和爱国知识分子代表。据 1939年的统计，边区

各级政府干部中，国民党的人数占20％以上，其他的

党派占到 5％；边区行政委员会的各处处长、秘书主

任、各科科长、各专员、各县长绝大部分均由大中学

生和师范生构成；边区行政委员会的秘书中有4个和

尚喇嘛，凡是回民聚居的地方，也安排了许多回民干

部。边区政权代表性广泛、群众基础扎实的鲜明特

色，既使政权更加巩固，也使抗战力量更加壮大。为

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三三制”建政原则，边区以

1940年夏民主选举运动为契机，直到抗战结束，始终

坚持将“三三制”作为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重要原则和

工作制度，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极大地巩固

了边区政权的基础。

边区党委于 1940年 6月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在

边区实现新民主主义政治和促进全国实施真正的民

主宪政的决定》，同时颁布了《晋察冀边区县区村暂

行组织条例》《晋察冀边区参议会暂行组织条例》《晋

察冀边区暂行组织条例》，并于 8月 30日公布实施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

领》，总共二十条，被称为“双十纲领”，作为边区政权

建设和施政的最高法律依据，纲领被中央誉为“革命

的三民主义的典型”，“最适合目前抗战需要的，同时

又是目前全国模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民主

主义的施政纲领，全国各地，特别是敌后方其他各抗

日根据地，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设施计划上，都应以

它为最好的参考和借镜”。纲领明确要求“彻底完

成民主政治建设，健全各级民意机关及政府机构。

在民意机关和政府人员中，争取并保证共产党员占

三分之一，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

二”。上述有关组织条例和“双十纲领”的颁布实

施，标志着晋察冀边区“三三制”建政的正式法理化

推进。在组织选举推进落实“三三制”过程中，边区

针对各级政权特别是村政权中党员占绝对优势，非

党的同情抗日的地主、资本家等极少参与政权的情

况，通过积极动员和鼓励引导其参加竞选，安排其参

加选举委员会的工作，甚至直接聘请任职等多种方

式，将开明的地主士绅和支持抗日的民族资产阶级

等中间分子吸收到各级政权中来。比如1943年1月
第一届参议会的主席团参议员就“多为有声望之老

同志，故有人说‘主席团的胡子接连起来，恐怕比全

会人们的胡子还要长’”；同时采取当选的党员议员

辞职的方式扩大政权各方面的代表性，“以弥补选举

中的缺憾”，努力实现各级政权的中共党员、抗日民

主进步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

结合敌后战事频繁、个别县政权尚未稳固的实际，边

区还广泛开展敌伪军、伪政权以及敌区的统一战线

工作，在县议会吸纳大批有声望的绅吏联庄首领，在

敌我连接区选举开明士绅为村长，且清算村长也仅

限本届，要求“牵涉的人系越少越好，牵涉的年月系

越短越好”，避免激起豪绅团结勾结敌人，以最大努

力实施“三三制”，争取多数、孤立敌人。通过一系列

创造性的举措，1940年夏秋间边区的民主大选举和

1943年1月边区参议会、行政委员会选举，许多县份

实现了“三三制”，边区最高权力和行政机构都实现

了“三三制”。如北岳区民主选举县议员，完县、建

平、唐县、定襄等县当选的议员基本达到了共产党

员、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与选举前的

政权人员成分相比，中间分子数量也大有提高，与陕

甘宁边区 1941年 8、9月间的县选相比，党外人士直

接当选比例普遍更高。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选举的

边区参议会议长成仿吾、副议长于力都是大学教授，

驻会参议员办事处(边区参议会常设机构)的 7名委

员中，共产党员仅2人，国民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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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二以上，选举的边区行政委员会9名委员中，共

产党员3人，国民党员2人，无党派民主人士4人。可

以说，晋察冀边区的民主建政实践，既为中央制定

“三三制”提供了实践依据，又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三

三制”，并使“三三制”成为边区民主政治和政权建设

过程中的鲜明特点和基本要素。彭德怀对边区的

“三三制”建政给予了高度评价：“经验证明，那(哪)一
地区三三制实现得比较好些，根据地也就比较巩固

些。晋察冀边区是最好的例子。”

二、善政与良治：充分调动边区各阶层抗战积

极性

晋察冀边区政权，“站在全民族、全体人民的立

场，坚持着坚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积极

进行一些对抗战、对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民有利

的善政，并善为调处各阶级阶层间的关系和摩擦”，

积极推行让边区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等等能够

“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的土地政策、劳动政策的

同时，着眼于生产力低下、文化水平落后等社会现实

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实行团结抗日的文化政策和社

会政策，极大地强化了边区政权的凝聚力，增强了各

界群众团结抗日的自信心，最广泛地动员、团结和联

合了边区各阶层人民，有力巩固了边区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政权，也为巩固和扩大边区、夺取抗战胜利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一，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让边区地主和农民

各得其所、团结抗战。边区实行以地主债主减租减

息、佃户债户交租交息为核心的“互让而又有利改善

民生”的土地政策，颁布并实施《晋察冀边区减租减

息单行条例》(1938年)、《晋察冀边区租佃债息条例》

(1943年)等法例，普遍实行二五减租，保证地租不超

过总收成的 375‰，债款年利率不超过 10％，以合理

调节地主、富农、中农和贫农的厉害关系和紧张局

势，保障地主和农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和土地所有

权，“巩固了农民已得的利益”，“得到了广大地主的

拥护”，同时“巩固了地主与我们的抗日合作”，令边

区的地主和农民各得其所。通过边区土地政策五年

来的普遍实施，“不但广大农民的生活得到了适当的

改善，更重要的是动员了广大人民积极的参战，地主

与农民间的纠纷，得到了适当的调节，巩固了农村的

团结，坚持了抗战”。边区还推行有免征点和累进

最高率的统一累进税，停征田赋，废除一切苛捐杂

税。特别在对待反共派、顽固派、汉奸之类的土地、

财产等问题上，明确要求“对反共派、顽固派及伪军

官兵之财产、土地，不得宣布没收；全家逃亡敌区的

汉奸嫌疑犯之土地、财产，可由政府暂管，待其重回

边区抗日时发还之”。对政府没收和暂管的土地则

低价出租给农民或分给被日寇摧残的农民，或者充

作优待抗属的公田。在关涉边区民众最核心利益的

土地和财产问题上，以最大的诚意、最实的举措有力

调处了边区各阶级阶层、各中立和右派、敌对分子的

关系，广泛地团结了边区力量共同抗日。

其二，改善工人待遇的劳动政策让边区资本家

和工人各得其所、团结抗战。边区的劳动政策以改

善工人生活、资本家有利可图和劳资契约自由为核

心，使工人的工资得到增加、待遇得到提升的同时，

提高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和纪律性，以保证“富农经营

和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得以顺利发展”，使工人和

资本家各得其所。边区颁布实施的“双十纲领”明确

规定，要“减少工作时间，实行工业部门八小时工作

制；增加工人实际工资，实行半实物工资制；改良劳

动条件和工人待遇，安置失业工人，雇主不得违约解

雇”，以保护工人的利益，维护工人的权益；边区还

要求工人遵守劳动纪律，教育工人如果无休止地要

求涨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到最后只能是工厂倒闭、

自己失业，以此确保富农经营和整个资本主义的生

产得以顺利发展，使得资本家有利可图；同时强调契

约自由的原则，保证工人有上工的权力，资本家也有

解雇工人的权力，既鼓励了资本家努力发展生产，又

强制了资本家改善工人待遇，同时也教育了工人遵

守劳动纪律，有力促进了边区经济发展繁荣。边区

政权实施的劳动政策使工人和资本家各得其所，有

效调节了劳资矛盾，有力凝聚了二者的力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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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

其三，发展商品生产的经济政策奠定了边区长

期抗战的经济基础。边区着眼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

下的社会现实，积极构建、扶持与之相适应的商品经

济的生产关系，鼓励和引导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节

制资本以防止私有资本操纵国计民生，极大促进了

边区经济发展，为长期抗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边

区政权认识到，要巩固和扩大边区，使边区成为新中

国的模型，“私营经济是要尽量发展的”，“边区经济

发展的趋向于资本主义生产是必然的”，在大胆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要开展“左”和“右”两条战线

上的斗争。在有限制地引导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

方针指导下，边区积极发展军事工业和轻重工业，与

边区银行一并纳入公营事业，大商业也采取公私合

营、以公为主、走向完全公营的方式经营，有力防止

了私有资本控制边区国民生计；同时鼓励地主离开

自己的土地，踊跃向商业投资，“促使边区土地分散，

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开辟一条大道”，鼓励私有资本

投入工业部门，并在合理负担的实行上对私有资本

“给以优待，大方的给私资发展”，有力促进了商品

经济快速发展。到 1941年 8月，边区小商品经济在

边区经济比重中占据优势(土地占 50.94％，人口占

50.12％，人力占 49.27％，畜力占 58.2％)，雇农、贫农

在边区阶层占比也大幅上升(雇农上升超50％，贫农

上升近 30％ )，中农变化不大，富农、地主下降约

40％。边区在克服日寇掠夺和自然灾害，使经济得

以快速发展并保证边区各抗日阶级的经济利益的同

时，实行精兵简政、节省开支，将边区收入的五分之

四用于军费，为团结抗日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

阶级基础。

其四，抗日救亡的文化政策提升了边区全民文

化素质以共同抗日。边区将抗日救亡作为文化政策

的出发点和主要内容，积极推行大众的反帝反封建

国民教育。在组织领导上专设国民教育科，制定并

实施《晋察冀边区民众学校暂行规程》，强化和规范

国民教育；在内容上加强民族民主革命教育与科学

教育，“在游击区中彻底粉碎了敌伪的奴化教育，在

敌寇不断的摧毁之下，坚持了抗日的政治和文化教

育”；在力量上大量吸收和鼓励知识分子担任教员，

提高教员质量、改良教员生活，同时“力求同有正义

感的名流学者公正士绅实行统一”，以争取和团结

中间力量；在形式上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相结合，

一方面建立健全学校教育，实行普及的义务的免费

的初小教育，积极恢复和建立中学和抗大、华北联

大等高级专门学校。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 1939
年，边区“有百分之七十的行政村建立了初级小

学”，“尤其在冀中和冀西游击区中，公路纵横，据点

林立，在我政权实际管辖下的地区和人口，已较抗

战前减少，而学校与学生数目则均较战前增加”，

1940年的“学龄儿童入学比例，北岳区达百分之九

十七点一九”；另一方面广泛开展社会教育，建立

如救亡室、俱乐部、民众教育馆之类的普通民众文

化教育活动中心，开办各种民众学校、午校、夜校等

各种形式的识字班，积极开展针对边区广大普通民

众的冬学运动，“得以以极少的财力和人力，使极大

数目失学的成年、青年和儿童普遍受到了政治和文

化教育。这是远悬敌后的边区文化教育运动伟大

开展的重要环节和最大特点”。同时，边区还组织

成立了边区文化界救亡联合会，领导开展边区文化

救亡活动，“以现实斗争为文化的创作的基础”，将

反帝反封建斗争作为边区文化斗争的方向。通过一

系列抗日救亡的文化政策，有力提升了边区民众的

文化素质，激发了爱国救亡的民族情怀，坚定了抗日

救国的信心和决心。

其五，自由平等的社会政策推动了边区民众团

结抗日。边区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实行民族平

等、团结互助。“男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家庭

地位上，一律平等，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这是边

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一种表现”。“双十纲领”规

定，“保障妇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及家庭地位

之平等，妇女依法有财产继承权；男女婚姻自主”，边

区婚姻条例也明确规定，男女结婚离婚均自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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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自愿，同时对抗战军人以适当保障，一改过去妇

女被当做商品和奴隶买卖奴役的状况。边区针对境

内汉、回、满、藏等多民族聚居的现状，提出“相互尊

重生活、风俗及宗教习惯，在平等基础上亲密团结抗

战”，同时对贫苦无依的少数民族同胞进行帮扶救

济。自由平等的社会政策让边区妇女得到解放，让

边区少数民族得到尊重，推动了边区民众团结一致、

共同抗日。

三、晋察冀边区政权建设的当代启示

从政权的组织构成以及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及

效能来看，晋察冀边区政权是包括了边区无产阶

级、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支持抗日的开明士绅、知

识分子等各抗日阶级、阶层“联合专政”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政权，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边区人民

自己的政权。边区政权鉴于立足华北敌后的复杂

环境和巩固扩大边区的现实需要，通过一系列让边

区民众各得其所的政策，改善边区各界民众物质文

化生活，“照顾着全局，照顾着这一阶级又照顾着那

一阶级”，以巩固团结，“启发广大人民的抗战积极

性，强固抗战力量”。边区政权建设的实践，“在晋

察冀群山之中已造成了一个奇迹”，成为“近代史中

民主政治的建设上一个向所未见的极为重要的试

验”，它“既是对一个旧社会的改造，又是对一个新

社会的开创，具有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雏形这样

一个广泛而深刻的性质”，作为新民主主义政权建

设的重要发端和实践典型，为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

人民民主政权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实践基础和价

值导向。

一是强调阶级合作的统一战线理论。晋察冀边

区将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在政权组建方面实

现了最大限度的阶级合作，由土地革命时期仅仅“代

表工农”而强调阶级斗争为重点的“工农民主专政”，

转向抗日战争时期“代表民族”而强调各抗日爱国阶

级合作为重点的“人民民主专政”，特别通过“三三

制”的制度安排和推进实施，为资产阶级和其他具有

革命倾向的人群敞开了参政议政的大门。这体现了

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

一，凸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权建设理论的创新

发展。边区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国情和边区

的具体实际进行的政权建设探索与实践，实现了对

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最具中国特色的理论

创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奠

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其中，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多党派合作、多元主体协商共治为主要特征的“三三

制”，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的重要来源和最早雏形，“既回应了民主的挑战，

又找到了革命的合力”，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统一战线理论的强大生命力以及巨大的内在弹性和

包容性。

二是服从经济发展规律的实事求是路线。晋察

冀边区政权根据敌后边区战争频繁、工农业生产力

发展水平严重低下的现实，承认商品生产和市场经

济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坚持大力

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同时积极开展了有限制

地发展资本主义的伟大实践，为巩固边区政权，建设

新民主主义雏形并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经济基

础。这为中国共产党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经

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从实际出发判断中国基本

国情，以及正确定位和深化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

训，更印证了边区政权坚持生产关系的建立一定要

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

理、遵从经济发展规律、坚持从实际出发的正确前进

方向。

三是遵循“各得其所”的基本价值取向。晋察冀

边区遵循新民主主义“各得其所”的核心价值诉求和

基本价值取向，通过妥善处理边区各阶级、阶层的

关系和摩擦，在政治、经济、社会政策等方面积极实

施对各方面都比较有利的“善政”，不断以适当方式

和步骤减轻和限制封建残酷剥削，缓和社会不公，改

善人民特别是工农生活，让边区地主、农民、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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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等等能够各得其所，使一切抗日人民都能有说

话的机会和权力、有衣可穿、有饭可吃、有事可做、有

书可读，充分保证各个方面的利益，从而团结边区一

切抗日力量以夺取抗战的胜利，最终维护和实现边

区民众的根本利益，“这就是边区政权最大的特

点”。“各得其所”是晋察冀边区政权的核心价值诉

求，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价值取

向上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历史遵循。中国共产党必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贯彻

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人共享、各得其所，不是少数

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的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

共享、渐进共享，才能不断厚植党的执政基础，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概言之，从阶级分析角度来看，晋察冀边区政

权建设以工农大众为革命、改革、建设的主要力量

和主要依靠，实行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

本主义的专政，实现工农大众的自由解放和民主幸

福，是马克思主义政权理论的基础和立足点；从统

一战线角度来看，边区政权除了代表和维护工农大

众利益外，兼顾其他阶级、阶层利益，团结其他阶

级、阶层共同实现革命、改革、建设的目标任务，将

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彰显出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的时代性和普遍性相统一的

实事求是品格；从社会发展形式层面角度看，强调

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制地发展

资本主义，为向社会主义顺利过渡准备充足的物质

条件，进而实现人的个性解放和全面发展，体现了

马克思主义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高度统一；从价

值取向角度来看，满足和保障“各得其所”的价值诉

求以实现抗战胜利、民族解放和人民的自由幸福，

是党的人民性这一根本属性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创新发展的进程中，晋察冀边区

政权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在阶级合作、实事求是、价

值取向等方面，仍然闪耀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权

建设的价值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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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lution in Good Govern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Shanxi-Chahaer-Hebei Border Area Regime

Liao Jun Su Zhihong

Abstract：As the first Anti-Japanese Base created by the CPC behind enemy lines, the Shanxi-Chahaer-Hebei
border area started to explore and practi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gime, establishing the public au⁃
thority and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at various levels in the area, carrying out the“three-thirds system”democratic po⁃
litical construction creatively, implementing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policy, improving the material and cul⁃
tural life for people, and arousing the enthusiasm of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take part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se measures consolidated the base and the border area’s regime, setting a good example to other Anti-Japa⁃
nese Base administrations. A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and practical exampl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democratic
regime, the Shanxi-Chahaer-Hebei border area regime not only has 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ha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in class cooperation,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value orientation and so on even in today’s society.

Key words：Shanxi-Chahaer-Hebei Border Area; construction of regime; good governance; New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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