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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建国六十年公民本位政治理念的变迁与评述 

 
牛磊 

 
(中共湖南省委直属机关党校，湖南长沙，410000) 

 
摘要：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也是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最高阶段的定义。

作为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在建国以前就对未来的执政之路树立了公民本位的政治理念。在建国六十

年的发展历程中，通过对民众自觉权力观的政治启蒙，到民主的制度化和制度的民主化进程，逐步确立并完善了

公民本位政治理念的建设目标与方式，并随着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最终实现了政治的回归，也标志着中国共产

党的执政理念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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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到已迈入高度文明的现代

社会，人类的发展历经了漫长的历史革新与变迁。人

类发展的终极目标究竟为何? 人类文明的未来憧憬又
将是怎样的画面? 对此，马克思在总结了人类发展史
之后，得出了著名的结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

的最高发展阶段，人类社会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人

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

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无独有偶，两千多年前西

方先哲提出的观点与马克思有着惊人的相似。苏格拉

底曾指出，政治的目标乃是使人民过上一种“良善的生
活”；亚里士多德在其基础上将政治的目标进一步抽象
为“善”。[1](37)不难发现，不管是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抑

或是良善的生活，公民本位的政治理念都是其共通之

处所在。 
 

一、公民本位的政治意蕴 
 
作为主导社会发展的政治理念，公民本位与官本

位、权力本位等理念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官本位和

权力本位从本质上属于强权崇拜，是将政治权力奉为

社会的主流与核心，而将民众定义为被管理者而非服

务对象，民众拥有的只是服从的义务，没有自由和民

主的权利；社会绝大部分公共财富的分配权与使用权

都掌握在政治权力的拥有者手中，民众的合法权益被

漠视，民众的政治诉求被边缘化，民众的政治参与被

禁止。与之相对，公民本位强调的是：民众是社会发

展的基础和主要推动者，民众的权利与利益诉求满足

的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与最终目标，其本质上属于

权利本位意识。政治权力是由公民所赋予的，因此权

力只是公民利益的服务对象，民众拥有民主、自由、

法治、平等、公平正义等权利。正如美国新公共服务

理论的代表人物罗伯特·登哈特指出的那样：“今天政
治社会中一个最重要的进步就是公共政策的形成机制

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就是由过去政府绝对主导决策

变为企业、非营利组织、政府部门和普通公众共同参

与形成决策。”[2](194)可见，公共决策主体的变化与决

策主导权的转移是实现公民本位的重要前提。按照蓝

志勇教授的观点，只有实现了公民导向，真正尊重公

民的权利与切身利益，坚持推进政治参与，才能够实

现从政府本位到公民本位的根本性转变。[3]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从根本上结束了剥削阶级
的专制统治，广大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了社

会和国家的主人，党和政府成为了人民的公仆，他们

的唯一使命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见，作为中

国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公民本位的政治理念同样是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指导思想。建国六十年来，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行过程中，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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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发展中贯彻公民本位理念，实现并保障公民的

主人翁地位，以期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一直在进行着有益的探索。尽管探索的历程不是一帆

风顺的，在五十年代后期一直到文革结束的一段时期

里甚至还出现了严重的反复甚至倒退。但是从总体而

言，从建国前毛泽东关于历史循环论的谈话，到 1956
年党的八大会议上对主要矛盾的科学认识，再到改革

开放后党的历次党代会，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所依

赖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条件都在逐步向前发

展；从中，公民本位的政治理念也得到了凸出和彰显。 
 

二、兴亡周期律的终结： 
民众的权利观从自发走向自觉 

 
1945年 7月 4日，在抗战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

毛泽东与国民党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做了一次深刻

的谈话。黄炎培指出：“我生 60多年，耳闻的不说，
亲眼所见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

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4]这便是著名

的兴亡周期律。应当说，自夏商周以来，这个规律便

在无形之中支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从今天的眼光来

看，兴亡周期律之所以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广

大民众的权力观尚处在自发的阶段。每当到了一个朝

代的末期，广大百姓往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生无

立锥之地、死无棺椁之资；官逼民反之下，民众拿起

武器，推翻了原来横征暴敛、荒淫无道的君主，拥戴

新的君主。迎来新的朝代，民众的生存条件也随之得

到了明显的改善。然而当历史再次来到朝代末年的关

口时，兴亡周期律便如约而至。民众在历史上所起到

的重要作用让所有的统治者都深感畏惧，所谓水可载

舟，亦可覆舟。但是正因为民众在潜意识中一直将自

身看做被统治者，他们利用自身的权利推翻旧的朝代

的最终目标不是自己当家作主，而是将过上幸福生活

的美好愿望寄托于新的统治者。 
面对这样的疑问，毛泽东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

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

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通过这个终结
兴亡周期律的回答，可以看出解决之道就在于将民众

的权利观从自发转向自觉。只有通过长期和系统化的

民主训练，使得民众在启蒙之下意识到监督政府的民

主权利不是政府赐予的，而是民众本来就拥有的、不

可让渡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可以得出这样的

结论：民主是避免人亡政息、走出兴亡周期律的重要

前提和政治平台，只有民主才能够一方面才能够使自

身的生存与发展从根本上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也才能

够使民众从封建制度下的臣民转变成社会主义制度下

的公民，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从被动的接受转变为主动

的行使与承担。换言之，只有民众的权利观实现了自

觉，政府才能够从统治者变成民众利益与需求的服务

者。从中也可以看出，早在建国之前，作为社会主义

中国缔造者的毛泽东，已经为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提

出的“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设想出了可行途
径，这就是民主。后来的事实也表明，建国六十年来

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发展，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而公民本位的政治理念早在此时已经出现了萌芽。 
 

三、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 
社会矛盾的准确把脉 

 
1956年，在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后，

中共中央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具有里

程碑纪念意义的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对当时中

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了科学的总结，他指出：当前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敌我之间的阶级斗争，而

是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

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必须把党和国家的工作

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来。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

放发展生产力，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极大丰富社

会的物质文化财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

要，才能够使社会的主要矛盾得以消解。 
可以说，中国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

是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准确把脉。同时，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

要的观点，也与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前关于发展民主、

走出兴亡周期律的理念一脉相承。不难看出，早在建

国初期，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树立公民本位的政治理

念、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问题上，已经有

了中国特色的理解与目标设定：即通过解放和发展生

产力，从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在这

里，民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取代了阶级斗争，而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党的宗旨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

现。然而此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在十多年前提出的发

展民主的主张，并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得到详尽演绎的

公民本位理念，却遭到了彻底的否定。开展民主训练、

让民众的权利观从自发转向自觉的努力被迫中止，年

复一年的阶级斗争取代生产力的发展和满足民众的物

质文化需要，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公民本位理念

的发展也进入了建国后最为曲折和反复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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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后全能政府时代的“瘦身”： 
制度的民主化 

 
在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二十多年中，尽管发生

了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导致刚刚萌芽成长的

公民本位的理念遭到严重干扰；不过从整体而言，毛

泽东同志关于走出兴亡周期律的观点以及党的八大已

经为公民本位理念的发展确定了目标和途径：即通过

发展民主为依托，以解放发展生产力为条件，实现人

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满足的目标，最终

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剩下需要做的便是如何

将这一战略途径与目标细化分解，以增强党和政府在

具体改革与实施过程当中的可操作性。改革开放以来，

党和国家在这两个方面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与探

索。 
在改革开放前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由于公检法

机构的全面瘫痪，尤其是对毛主席个人崇拜的形成，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机制的民主集中制，丢掉了民主，

导致了行政权力的过分集中，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现象，

如官僚主义、领导职务终身制、一把手拍板等。换言

之，此时的主流是权力本位而非公民本位。因此，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改革开放伊始便明确提出要着力

解决党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从而使我国重新回到

民主政治建设的正确轨道上来，回到人民民主专政的

正确道路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首要的改革目标就是

要约束政府权力、打造有限政府。在全会上，小平同

志重提民主，并把民主的重要性提到新的高度。他指

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当前这个时期，特

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

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

少。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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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与集权可以说是先天相对的。文革时期权力

的高度集中导致了民主的丢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对民主的强调，使得政府必须摆脱“全能政府”时代的
阴影，减少对公民、社会过多的干预，将自身的权力

严格界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政府唯有对自身的

权力进行“瘦身”，才能够通过民主的方式重新界定和
完善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即所谓的“制度的民主化”。
只有制度实行了民主化，民主集中制才能够有效推行，

广大人民享有的合法权利才能够真正得到落实，人民

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也才能够得以进行，以期最终实现

民众主人翁与政府服务者角色的回归。1979年 3月，

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进一步阐

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对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思

想作了阐发。提出了全新的观点: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
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
展，民主也愈发展。[5](286) 

因此，通过小平同志关于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

与民主集中制的辩证关系的描述可以看出，在经历了

文革的反复之后，公民本位的政治理念在党和国家的

领导层中得以重新树立；对民主的重拾与内涵的进一

步丰富使民众的政治权利在政治与法律的双重层面重

新得到了认可。政府对自身政治权力的“瘦身”重启了
制度的民主化进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政
治目标的路径选择也进一步得以廓清。 
 

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民主的制度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尽管使中断多年的制度民主

化进程得以重启，但是如何通过改革的平台实现制度

的民主化，三中全会并没有给出答案，而这恰恰是我

国民主发展进程能否突破瓶颈的关键所在。毋庸置疑，

民主在成为制度“瘦身”与改革的平台之前，其自身必
须实现制度化。这一点，党的十五大“依法治国”理念
的提出，让我们从另一方面看到了“民主的制度化”的
途径。诚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依法治国，

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

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

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

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

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

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十五大报告对依法治国理念的厘清，也使我们走

出了对该理念长期存在的误区：首先，依法治国的主

体并非是政府机关自身，而是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

众。其次，依法治国的客体是国家的各项事务，尤其

是涉及到国计民生与公共利益的重大问题。再次，也

是最为重要的，依法治国的本质是广大人民充分运用

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种民主权利，实现对国家事务的

政治参与以及相当程度上的社会自治。通过实实在在

的政治参与，民主从抽象的法律文本变成了实际的路

径选择，从根本上回答了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问

题，也间接回答了如何实现民主的制度化问题，即：

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值得注意的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口号的提出，还从另外两个层面表明了我国公民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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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的建设中必须正视的问题。党的十五大报告郑重

指出：“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
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是人民奋斗的

成果和历史的选择，必须坚持和完善这个根本政治制

度，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这对于坚持党的领导

和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人民民主具有决定意义。”从中
不难发现，一方面，报告再一次明确和重申了我国主

权在民的民主本质，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全体人民。

这就从根本上表明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方向

与目标都是人们的利益与需求，也包含了对人民主人

翁地位与行政机关服务角色的再一次规范。另一方面，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虽然是民主国家的共同目标，

但是由于各国国情的巨大差异，因此在我国要实现这

一目标，必须坚持中国国情，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发展道路。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发展的

成果为人民所享有，也才能够保证国家的人民民主的

本质。 
 

六、尊重保障人权进入宪法：  
保护公民产权理念的勃兴 

 
改革开放以来，民主的制度化与制度的民主化进

程回答了什么是民主，以及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民主政治问题。不过，要实现这些战略目标必

须有一个基本的政治前提，那就是广大人民参与政治

所依赖的政治权利在实际操作中必须免于遭受政府的

非法干预；尽管宪法和法律意见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

定，然而法律的规定并不意味着民众的权利在现实政

治参与中能够无障碍行使。诚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

六大报告中就明确指出的那样，健全民主制度，丰富

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

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

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①短短的一句

话却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民主的建设目标，

第二层是民主的建设方式，第三层是民主的建设前提。

不难看出，尊重和保障人权，使民众享有广泛的权利

和自由无疑是民主的前提。而在民众依法享有的政治

权利中，最为主要的就是人权。 
“人权”在我国的政治和研究领域中曾经是一个禁

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我们不仅在

宪法和法律上不使用”人权”概念，而且在思想理论上
将人权问题视为禁区。1989年，江泽民等中央领导明
确提出，要从思想上解决“如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
待‘民主、自由、人权’问题”，“要说明我们的民主是
最广泛的人民民主，说明社会主义中国最尊重人权”。

2004 年 3 月 14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

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中国民主宪政和

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是中国人权发展的一个重

要里程碑。 
在人权当中最为关键的则是财产权的界定。美国

心理学家马斯洛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就表明，一个人

只有首先满足了生存权与发展权，人权规定中的权利

与自由才具有了实现的基础。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

连起码的生存权与发展权都没有得到保障，此时去谈

论权利与自由无疑是一句空话。因此我们认为，尊重

和保护人权写入宪法最重要的意义莫过于保护公民财

产权理念的勃兴。2004年第四个宪法修正案，将现行
宪法第 13 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
犯。之所以强调财产权在人权当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是因为私有财产对于任何一个人的生存与发展都起到

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相对于普

通民众，政府拥有强大的强制力和控制力，因而我国

私人享有的财产权本质上是脆弱的。可以说，没有财

产权，就没有人格权。而要改变这一现状，从国家根

本大法的角度来制约强大的政府是最重要最有效的途

径。尽管依法治国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不过宪政并不

天然的等同于法治，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部善的宪法，

而法治的一项重要含义就是用宪法和法律制约政府对

公共权力可能出现的滥用，从而保障公民财产权与其

他人权的实现。 
 

七、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  
公民本位政治理念的回归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

展战略指导下，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综合国力都

有了极大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天翻地覆的

变化。然而，伴随着这些经济发展成果的，还有自然

资源与能源的极大消耗与浪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

水资源、耕地资源等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资源日益减

少，污染日益加剧。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以胡锦

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适时启动了新一轮的解放思

想大讨论，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刻的总

结与反思。 
通过反思我们认识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

战略尽管极大丰富了物质成果，但是却使得广大人民

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与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一

定程度上可以说并没有使人民共享改革开放与发展的

成果。严峻的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将发展战略的核心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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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建设转向以人为本。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科学

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表

明了我国转变发展理念的重大意义：第一，科学发展

观从根本上说是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破坏下

一代人发展权利的可持续发展，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

共处、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得经济发展成果的新

型发展理念。这种理念从根本上契合了以人为本的主

张，也符合了使广大人民共享改革成果的发展新思路。

第二，如果从 1945年毛泽东同志发表延安窑洞谈话首
倡大兴民主之风开始算起，时隔六十多年之后，以人

为本观念为代表的公民本位政治理念终于在党的报告

中被正式提出，并作为党的工作指导方针加以贯彻和

执行。以人为本的内涵即是公民本位，其外延是以公

民的切身利益与合法诉求为发展的核心与根本目标，

发展生产力、增强经济活力的最终目标仍然是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以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不难看出，从抗战胜利开始，在时隔半个多世纪

之后，公民本位的政治理念在经历了坎坷而漫长的发

展之后，最终实现了回归。这也标志着我国的发展理

念从最初的以“物”为本转向了以人为本。在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看来，人不但是生产力得以发展的核心因

素，而且也是人类历史向前发展的最终推动力。因此，

只有回归到人本主义，我国的建设与发展才没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道路。 
 
注释： 

 
① 详见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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