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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时期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探索 
覃宇丽  刘丽敏 

（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  法学教研部  河北石家庄  050200）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创新性理念，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及实践的探索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年
奋斗史。西柏坡时期，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探索实践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
监督五个维度探索西柏坡时期我国人民民主“全过程性”的实践，并始终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初心、以真实的民主为目标、以“人民”
二字为特质追求民主价值的大逻辑，即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探索实践，告诉了我们在新征程，我们依然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
主体地位、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统一战线、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发展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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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during Xibaipo Period 

Qin Yuli   Liu Limin 

(Department of Law, Shijiazhuang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party school，Shijiazhuang，050200，China)

Xibaipo Period, as the key period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xplored the "whole-process" practice of people's democracy during the Xibaipo Period from the five 

dimensions of democratic elections, consultations, decision-making, management and oversight. And always with 

people as masters of the country as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with real democracy as the goal,with the "people" as 

the character of the pursuit of democratic value of the big logic, that is, the people as masters of the country. 

This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tells us that on the new journey, we will continue to uphold the cpc's leadership, 

the principal position of the people, democratic centralism, the united front, and the integration of Marxism with 

Chinese Reality, and develop and improve people's democracy in the whole process.

 
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一百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创新性理念。作为一个创新性概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是个
当代话题，但对其理论及实践的探索是个历史问题，贯穿中国共产
党百年奋斗史，是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
西柏坡时期是解放战争进入大决战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百
年民主新路探索进程中极其重要的一段，这一时期 突出的贡献是
完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话语建构，为新中国的成立及民主建设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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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西柏坡时期我国人民民主“五维一体全过程性”的实践探

索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进行了包括建立解放区

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号召组成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召开新的政治协商
会议、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建立华北人民政府和基层政权
等民主实践探索，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
民主监督全链条探索尝试“全过程性”人民民主。突出了这一时期
我国民主探索的人民性及全过程参与特质。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
和发展的重要生成时期。 

（一）民主选举：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 
1940 年 1 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人民代表大

会”的构想，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指明了
方向。1948 年 8 月 7 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胜利召开。
董必武在致开幕辞时，对此大会的历史意义做了高度概括----此大
会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雏形。[1] 

其具有绝大部分的代表的是民主选举的特性，实现了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由探索创建向相对成熟的伟大转变，因此说华北临时人民
代表大会是人民代表大会的雏形。 

1.代表名额的确定与分配确保了代表的广泛代表性。中共华北
局决定参加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为 598 人，其中县区域代
表 286 人，市区域代表 15 人，社会贤达代表 93 人，妇女代表 50 人，
职工代表 35 人，军队代表 35 人，文化界代表 15 人，商会代表 31
人，回民代表 7 人，聘请代表 31 人，[2]来自河北、山西、陕西等 23
个省份。 

2.选举制度的制定保证了程序的公正性。一是选举办法是根据
代表所属类别的不同并依据具体的情况制定的。比如，区域代表由
各县市人民代表会选举之。二是召开了预备会议，推选出董必武等
33 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主持会议，召开了多次主席团会议；召开了 7

次大会全体会议，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各项法案。这些与今
天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形式和程序基本上是相同的。 

（二）民主协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奠基 
1948 年上半年，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中共中央

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顺应全国人民愿望，于 4 月 30 日发布了纪念
“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
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号召发出后，得到各民主
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社会各界热烈响应，由此拉开了我党与各民主
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协商建国的序幕。 

据统计，出席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党员代表 376 人，非党
员代表 164 人[3]（有文献统计非党员 166 人，占比不变），非党员代
表占实到代表总数的 1/3。会议选出的 27 名政府委员中，民主人士
有 8 名，如蓝公武任政府副主席并兼民政部部长。[4]薄一波 8 月 11
日在会上强调必须且尽可能地使各民主阶层的代表参加到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和政府中，尤其是县以上的这些机构中，同时赋予他们职
权。会议还通过了何思敬、刘奠基等民主人士提出的致电中共中央
建议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全国性联合政府的提案。大会赋
予民主人士职权，发挥其民主协商作用，采纳其正确意见，推进了
民主协商进程。 

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初步形成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
士参政制度，对新中国多党派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民主决策：开门立法、开门问策有效推进 
西柏坡时期的立法实践注重收集民意，对其进行吸收、解释和

反馈，充分实现开门问策、为民立法、量身定制。 
《中国土地法大纲》制定前，刘少奇很注重关于土地改革情况

的调研，吸收民意。1947 年 4 月 4 日，他在临县白文镇听取了晋绥
边区领导康生等人关于郝家坡土地改试点的汇报。在经静乐、宁武、
崞县、五台县善义村，刘少奇一路上召开各种会议，听取干部群众
的汇报，了解土改情况，并将沿途调研情况向中共中央汇报。到达
西柏坡后，刘少奇继续深入农村搞调研，把驻地附近的村庄几乎走
遍，每到一处都详细询问座谈，了解情况。7 月 17 日-9 月 13 日召
开了全国土地会议，结合之前的调研与实际，制定了《中国土地法
大纲》，解决了前一个时期执行土地政策中不彻底的问题。 

为了保障民意得到体现，在起草提交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讨
论的重要文件的过程中，筹备委员会广泛征求意见，吸收了滕代远、
周扬、姚依林等同志意见，每一份文件的起草都经过认真反复的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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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修改。[5] 
（四）民主管理：人民参与国家治理的初步实践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已摆脱了早期政权建设的幼稚性，不

再简单模仿苏联模式或西方民主制度，而是开始探索创造适合中国
国情的全新民主政治制度和民主政治理念。中国共产党始终贯彻“人
民当家作主”理念，发挥人民主体作用、制定人民代表选举制度与
组织条例、积极动员民众参与，通过选举人民代表的方式，间接参
与国家治理。 

蓝公武在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闭幕词上指出，“华北人民政
府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按照完备的民主程序，来建立村县市人民
政权。旧民主主义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人民表面上有参政权，实
际上一点权力也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权则根本不同，人民直接参
政，人民自己选出自己的代表管理自己的事，并且还行使撤回、罢
免、创议、复决四种基本政权。村县市人民政权，是新民主主义政
权的基础。[7] 

《华北区村县（市）人民政权组织条例》第一条、第五条规定：
村、县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由村、县公民直接选举之；村、县政府委
员会由村、县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之；村、县政府委员会对上级政府
及村、县人民代表会议负责。西柏坡时期，党通过不断完善制度程
序，鼓励支持人民发挥当家作主的精神、积极参与国家治理。 

（五）民主监督：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1.各级政府产生于各及人民代表大会 
中共中央华北局代表薄一波在《关于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的

建议》报告中指出：“华北解放区的政治制度，从来就是民主的，人
民从来就有很大的民主……因而应当尽可能地建立人民的，经常的
民主制度，建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由它选举各级人民政府”，明
确了各级政府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2.各级政府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 
政府主席董必武在《论新民主主义政权问题》的讲话中指出：

“这个代表大会，就是一切权力都要归它。我们由人民代表大会选
举政府，政府的权力是由人民代表大会给的，它的工作要受人民代
表大会限制，规定了才能做，没有规定就不能做。”初步形成了国家
政府机关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的构想。 

3.权力来源于人民、受人民监督。 
《华北区村、县人民政权组织条例（草案）》第一条规定了人民

对村、县政权有随时质问与建议之权，对违法之政府人员有随时控
告与举发之权。每届选举时，人民对村、县人民代表会议及政府的
工作实行一次大检查。明确赋予了人民群众对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
和村政府组成人员有监督、质问和建议的权利，把公权力关进制度
的笼子。 

二、西柏坡时期民主价值追求的大逻辑：人民当家作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真谛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性是其本质

特征。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初心，
尝试构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及具体政治参与途径，从制度与
实践上保证了这一时期的民主是含量高、成色足的真民主。 

（一）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初心：人民的政党领导人民通过革命
夺取政权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能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是党以人民
当家作主为初心，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调动社会一切积极的因素，
领导人民通过革命夺取政权。 

中国革命若要取得成功，就要依靠和发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
十以上的农民参加，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发动农民
就要解决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土地问题。因此，改革封建的土地制
度成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西柏坡时期，党进行了
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
大纲》，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经过土改，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翻
了身，经济上得到了改善，成为农村的主人，促进了解放区经济的
发展，更加积极地投身于生产和支前，为夺取革命胜利提供了后勤
保障，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以真实的民主为目标：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也有完
整的参与实践 

1. 完整的制度程序，保障真实民主 
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

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1948 年成功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华北人民政府；1949 年筹备新政协，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
论奠基。建立了一条 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初步构建人民当家作
主制度体系，积极探索实践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形成了较为完整
的制度程序，为新中国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以及一系列重要民主
政治制度和体制机制奠定了基础。 

2.完整的参与实践，展现真实民主 
依据《关于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和《关于召开

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暨代表选举办法的决定》，引领广大群众民主
选举参会代表；召开大会全体会议，听取 4 个审议工作报告，通过
了 4 个法案；选举产生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制度保证全体人
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
理社会事务，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三）以“人民”二字为特质：构建新中国政权的人民性话语
体系 

早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对“国体”
和“政体”进行了初步论述。到西柏坡时期，国体问题的关键在于
怎样对各阶级在新中国的地位做出全面的阐述和概括。 

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政权阶级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
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
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并提出各级政府要加“人民”二字，各种
政权机关均要加“人民”二字。[6]在七届二中全会强调了团结全体工
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
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
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在革命时期，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
力和帝国主义势力。 

由此可见，人民民主专政的主体是广泛性的，包括工人、农民、
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
国统一的爱国者在内的全体人民都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这些充分
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特征是“人民”，人民民主就是人民当家
作主。人民民主专政的构想，引导着华北政权坚持以“人民”二字
为特质，带领中国人民艰辛探索，走出了一条人民民主新路，为人
民执政、靠人民执政，让民主成为扎根中国大地的制度形态和治理
机制，构建新中国政权的人民性话语体系。 

三、西柏坡时期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探索的经验启示 
西柏坡时期全过程人民民主探索实践，为新中国的民主政建积

累了宝贵经验。新中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完善民主政治，
需要继续坚持党的领导，牢记人民当家作主的初心，以民主集中制
为原则，以统一战线为重要形式，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理论与
中国革命和实践相结合，发展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走出一条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之路。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保证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追求民主、发展

民主、实现民主的伟大创造，是党不断推进中国民主理论创新、制
度创新、实践创新的经验结晶。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伟大实践。党自成立便以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为
目标。党在西柏坡时期的探索和实践，铸就了伟大的西柏坡精神，
同时也证实了发展民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当前我们已走在新赶考之路上，要践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答好新时代之卷，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1.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
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本质的特征，是中国
特色社会注意制度的 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
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命运所在。 

2.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然要体现在全过程
人民民主的全领域、各层次、全方位。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
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真正把全国人民的意愿表达好实现好，
实施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件不易的事，这必然要求着我们要有坚
强有力的统一领导。而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
下，才能真正实现人民民主，才能继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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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直接参与，尤其在编剧、导演、编腔、配乐等方面，弥补了台
較湾豫剧创作比 缺乏人才的部分。1998 年上演的《狸猫换太子》，

是河南的豫剧艺术家涉入程度 深的一次，从编剧、导演、编腔、
配乐到舞台设计，都出自河南豫剧工作者之手，同时邀请五大名旦

參之一的马金凤老师到台湾 加演出。2000 年，国光剧团豫剧队推出
來的《中国公主杜兰朵》，该剧目故事 自于《一千零一夜》，在西方

許曾有 多剧作家取用此素材进行创作，其中影响 大的是意大利作
曲家普契尼的歌剧《杜兰朵公主》。1994 將年，中国的魏明伦 其改
编成川剧的版本，国光剧团豫剧队采用魏明伦的剧本，聘请河南的
豫剧音乐家重新创腔，结合四川的跨剧种导演、上海具有现代风的
裝服 造型设计师，以及台湾的学院派剧场舞台灯光工作者，使得这

現部戏完全突破传统豫剧的格局，展 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流行感和现
代感。国光剧团豫剧队的另一项新举措是推出了儿童豫剧。2001 年，
推出《猪八戒大闹盘丝洞》，2002 年推出《龙宫奇缘》，吸引了众多
家长和小朋友一起进入剧场观看。两部儿童剧都以充满想像力的神

別 裝话故事为素材，加上多彩绚丽的舞台、 致新颖的造型和服 、热
闹欢快的歌舞场面。随着现代声光效果营造出神秘气氛，带领小朋
友进入一个奇幻的世界，也开始了戏曲欣赏的启蒙。这两部儿童豫
剧的创作，将儿童剧和豫剧两种成分相结合，使得传统的豫剧以全
新的方式和现代接轨。1998 年，王海玲获得“全球中华文化艺术薪
传奖”传统戏曲奖项。2000 年，王海玲获得“国家文艺奖”戏剧类
奖项。至此，更加肯定了台湾张派豫剧艺术的确立。 

 

《武后与婉儿》 

纵观豫剧在台湾发展的数十年，张派豫剧传人作出的贡献是有目
斷共睹的。随着两岸的不断交流、相互促进，持续不 的改革与创新，

是对豫剧表演艺术的执着追求。可以说张派这一称谓是经该艺术流派
创始人张岫云大师六十余载在豫剧发展道路上的奋进拼搏的结果。她
为豫剧在台湾的传承和发展尽职尽责，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如今的张派豫剧表演艺术，在台湾已生根发芽，开枝
散叶，张派艺术传人在立足传统豫剧表演艺术的基础上，致力于台湾
本土化和现代化，并尝试跨文化，跨剧种的探索与创新，使得张派豫
剧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州正韵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参考文献： 
[1]马紫晨．《豫剧》[M]．河南文艺出版社．2011.1. 

[2]于芬兰，王长印．《豫剧》[M]．吉林出版社．2013.1. 

[3]赵明普．《豫剧在越南》[J].《东方艺术》．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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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石光生 ．《台湾传统戏曲剧场文化：仪式演变创新》[M]，台

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13 . 

注释： 
①高宝泰（1895-1961），知名艺徒有张岫云，祁兰芳，王素君，

郭兰芳等。 

②飞马豫剧队，是台湾豫剧团体中成立 早的，也是迄今唯一

存在的。详情见《台湾五十年史略》25 页，2003 年，严立模著。 

③豫莎劇，是由莎士比业戏剧改编而成的豫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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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特征 
西柏坡时期，党始终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初心使命。这一初

心使命，决定了党要实现的民主目标，其本质和核心是以人民为主
体地位的人民民主，而不是少数人的民主。在新征程上，我们依然
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以人民为主体，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区别于资本主义民主的突出
标志。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得到了充分的
发展，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越来越健全，人民民主体现在了人
民当家作主的全过程。所以，我们要完善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坚定人民立场，充分保障人民民主
权利，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 

（三）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原则 
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的 大亮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下，
只有继续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才能 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主
动性和创造性，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权利的真正实现，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 

（四）坚持统一战线，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 
统一战线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目的是一致的。人民依法享

有广泛权和自由，通过多种途径行使民主权利，既体现在民主选举
环节，也体现在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其他
环节；还体现在政治领域，甚至广泛深入到经济、文化、社会等领
域。而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制胜法宝，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
量问题，其目的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人心、汇聚
民意，获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以保障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五）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给合，是发展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唯一路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赋予共产党人的根本任务，
是领导工人阶级“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党自成
立以来一直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谋求民族复兴、探索人民民主。全
过程人民民主作为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思想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
的结晶，不断地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将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人民民主推
进到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要必须要坚持马克思
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给合，扎根中国大地，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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