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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关于民主制度建设的光辉思想

傅 昭 中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建立和发展人民民主制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嬲f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党领导中国人民为着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9终于

建立了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十工属三 中全 会 以

来,中国共产党又领导入民为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i义

国家而奋斗。然而,近些年来,顽固坚持自由化立场的人,却打着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使用的
“
自由、民主、人杈”的旗帜,制造混乱,翠惑人心。它们攻击社会主义没有民主、自由,

实质上是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我们队伍中的不少人,特剔是部分青年,对
于我国是否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应当建设什么样的民主,怎样建设民主制度等9也
迷惑不解,心有疑虑。为此,学习和探析邓小平网志关于民主制度建设的光辉思想,对于我

们增强抵制资产阶级自己化思潮的能力,努力建i设 具有申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民主制度,有着

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主题的讲话。

在讲话中论述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时明确、坚定地提出: “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①这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民主与

社会主义关系的深刻论断。

早在1848年 ,马 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 》中就把
“无产l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同

“
争得民主”相提并论。②列宁在1917年 《国家与革命》中指出: “彻底发展民主9找出这

种发展的形式,用实践来检验这些形式等等,都是为社会革命进行斗争的任务之一。”③遵
循以上的指导思想,各国共产党人都在沩着本国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 “

争得民主”以及探

索、实践符合自己国家历史状况的晟主形式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就在寻找 “彻底炭展
民主”的内容与形试。1939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笫一次提出了建立人民民
主主义的制度的问题。④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 》中进一步捉出,要建立 “在无产
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

C、 ,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理论
的萌芽。19d5年 4月 ,在中国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战争取得决定意义胜利的前夕,毛 泽

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进一步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政治,提出 “
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

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 “
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9应该采取民主突中制,由缶级丿、民代



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 “保漳丿、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⑥。毛泽东同志的

这些精辟的论述,可以看作是我党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初步形成。1949年 6月 30臼 ,当 中华

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的前夕,毛 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

政 》,全面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分析了各阶级在新中国的地位和作用,论述了民

主与专政的关系,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标志着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正式形成。新中

国建立的初期,我国的民主制度得到健康发展。1954年召开了第一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

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宪法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同时也充实了人民民主 专政 的 理

论。

任何理论和思想都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毋庸讳言,由于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阶级矛

盾和阶级斗争仍很涝烈,在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思想中比较强调了专政方面。随着我国社

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 国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1956年 10月 ,周

恩来同志发表了《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 》的讲话,深刻地阐述了我国民主制度建设的新

任务。他说: “现在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应该是: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从国内来说 ,

残余反革命分子没有完全肃清,从国外来说,帝国主义还敌视着我们,因此,专政要继续。

但是,由 于我们的专政巩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所以我们的民主就 应 该 更 扩

大,而不应缩小。这一方面是形势许可,另∷方面是从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中得来的经

验。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消灭剥削阶级。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

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

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
”
⑦

周恩来同志在这里着重强调的扩大民主的三点依据,其一 “形势许可”,其二苏联肃反扩大

化的 “历史经验”,其三扩大民主 “
带有本质的意义”,指出了社会主义时期民主制度建设

发展的方向。1θ 57年 4月 ,邓小平同志尖锐地指出: “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

是中国共产党。” “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

众,犯大错误。”⑧邓小平同志不幸言中了,我国以后的民主制度建设的实践,没有完全遵

循这个方向发展。1957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特别是十年
“文化大革命”的 “全面专政”都

践踏了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党犯了大的错误。

历史虽然有曲折,但总是要前进;理论的光辉虽然可能被淹没或曲解,但总是要发展和

完善。在党的十一属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任务这-历史的转折关头,邓

小平及时地、鲜明地提出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一科学

论断,这是对马列主义民主政治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它首次提出了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与

现代化建设的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                       ~
为什么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恩格斯说,社会主义

是
“
把为个人和股份公司谋利益”的生产,转变成 “为社会谋利益和按计划进行生产”⑨。

列宁说,社会主义是把
“
国家资本主义的垄断

”
接过来,使它

“
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

”
⑩。邓小

平同志说: “
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l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哦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

穷c” ④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一定要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的基础上9而这种高度发展的

生产力是为全社会和全体人民谋利益。怎样实现这个目标呢?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掌握的国家

a



政权实现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因为,只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才能使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才能增强人民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以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才能对

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为什么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由现代化建设的内容所决定的。现代化的

建设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基本方面。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二者是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的。正囚为这个原因,邓小平同志说: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我党十一属三中全

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

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其他社会领域的政革。”②1θ 86年 ,邓小平同志在同外

国友人谈话中叹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
“无非是三条:第一,巩固社 会主义 制

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
⑧

这不仅为我国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也同时说明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内

容:;说 明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互补作用。

事实证明,坚持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是包容于我们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为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之中的。

否认以上的事实,'对于大务数人来说是理论上的糊涂,对于少数顽固坚持自由化立场的人则

是蓄意攻击。

(二)        ∶

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健全和发展民主制度,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建立什么样的民

主制度,如何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建立民主制度等问题上,我们同资产阶级自由化存在着根本

的分歧。邓小平同志在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中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方面有着十分丰富的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缑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前提。

在建国后的政治实践中,毛泽东同芯曾提出过
“不要四面出击”,社会主义改造的 “多

种形式,逐步过渡”等着眼于安定的正确主张。这些主张大多是在国家面临复杂变革任务时

的一种策略方针,因而没有贯彻始终,未能坚定不移。邓小平同志总结了国际国内的经验教

训,把安定团结作为一切社会主义事业,包括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前提,提到了战略方针的

高度,始终坚持,决不动摇。

∶ 早在1975年邓小平同志接替病重的周总理主持中央工作时,就提出了要以毛主席三项指

示 (‘ 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为纲⑧,进行了结束 “文化大革命”动乱的

尝试。

十一属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对安定团结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作了明确的表述。1979

年2月 ,在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他一方面指出
“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 够,实 行得不

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

移的目标″;另一方面同时指出
“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

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



化的仞底失败
?Ⅱj。 1980午 ⊥月,i⒖ 小+“ ∶H闸的形势和任务 》中不仅把安定团绪的玫治

局面作为四化建设必须具各的四个条件之一,雨且明确指出
“生动活泼和安定团结如果发生

矛盾,只有在不妨礴安定团结的条件下实现生动活泼
”, “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一切,包

括民主、 ‘
双百

’
方针等等,统统谈不上。”⑩

1986年底,油 于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引发了全国性学潮,戬 国不安定因素日益增多,这

时邓小平进一步把安定困结、稳定提到了治国方针的高度。1θ 87年 4月 ,他在接见香港特别

行政区基本法起革委员会的委员时说: “
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第二条就是

现行政策不变。”即 -一个政局稳定,一个政策稳定,两个稳定。
”⑦1988年底,我 国的政

治形势已是
“山雨欲来风满楼

″
。1989年 2月 ,邓小平在接见美国总统布什的谈话中提出了

“
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

”
并且阐述了稳定与现代化,稳定与改革开放,稳定

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然而,由于顽固坚持自由化立场的人蓄意破坏安定团结,1θ 89年春

夏之交发生了全国性的动乱。动乱之后,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提出了
“
中国的最高利益是稳

定”的深刻命题。

邓小平首先提出改革开放的方针,又反复强调、深刻论述安定团结咱战略方针,充满了

在稳定中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的辩证法思想。19Sg年的风波,从总体上讲是四项基本原则

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 ;从民主政治建设的角度看,也是安定团结与制造混乱的对立。我

闯的经验和苏联、东欧的教切l证明,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以维护安定 团 结 为 前

提;同 时叉要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民主政治来促进安定团结的巩固。否则,社会主义

的民主制度就有毁于一旦的危险。

第=,不能勰搬西方甙的民韭,是 我国民主制废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

邓小平同志指出: “
一般的讲政治体制改革都讲民主化,但 民主化的含义不十分渭楚

”
,

“
我们实行的民主不是搬用西方的民主”⑩。这是我们党主张实行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民主

政治建设中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根本分歧之一,也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 中国特色的民主

制度的重要指导思想。

早在1979年 ,邓小平就指出: “
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

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 政 结 合 起

来”⑧1986年他在 《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一文中又强调指出: “
我们讲民主 ,

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
”①。

为什么不能照搬西方式的民主?从民主的实质来看
“民丰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

态”⊙,实际上是统治阶级权力的体现,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因此社会主义民主无论是在民

主的主体、民主的范围、民主的真实程度等方面都大大优越于资本主义民主。按照邓小平的

概括: “
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②。在民主

的实质这一方面,马 列主义的经典作家已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邓小平同志的新贡献在于第

一次从民主沟形式角度,指出资本主义民主的多党制、两院制、三权鼎立不是它们的强点而

是弱点。

苜先,西方的民主形式造成严重内耗,我国的民主形式可以使全国人民团结一致。lg8o

年,邓小平在《闫前的形势和任务 》中分析道: “只要我们党的领导是正确的,那就不仅能

厶



够把金党的力量,而且能够把全国人民的力量集合起来,f出轰轰烈烈的事业。资本主义闼

家的多党制有什么好处?那种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 ⋯这种状

况是它们的弱点而不是强点,这使它们每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完全集中起来,很大一部分力

量互相牵制和抵消。
”Θ邓小平同志还尖锐地指出: “

我经常批评美国当权者,说他们实际

上有三个政府。”⑧

其次,从总的效率看,我国的民主形式高于西方的民主形式。1981年 ,邓小平在ˉ次讲

话、中论述说: “
我们能搞三权鼎立吗?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

民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凡是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

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说搞经济体制改革全国就能立即执行,我们决定建立经济特区就

可以立即执行,没有经过那么多的反复,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 个 范 围来

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们不能搬用西方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雨要搞

社会主义民主,要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笫三,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卖际情况出发,是辘圈民塞制搜建设的基本膘删。

我国现阶段的民主制度确实不够完善,这有着诸多方面的原因,我们能否在很短的时间

内-蹴而就呢?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回答: “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条最 重 要 的 原

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

极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④1986年在关于学生闹事问题的一次谈

话申,邓小平同志明确地提出: “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
C。 1989年 2月 26日 ,邓小平同志

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的谈话中又强调: “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

的搞不行。美国有一二百年搞选举的经验,如果我们现在搞十亿人的选举,一定会出现
‘
文

化大革命
’
一样的混乱局面”。

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我国民主建设

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是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决定的:民主政治的

经济基础还存在不完全因素;生产力水平、文化教育水平不高而且发展也不平衡 ;封建主义

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短期内还难以清除;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生活习惯还难以迅

速形成。这诸多的因素制约着我国民主政冶的建设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9因此9不能急于

求成,一步到位。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则利用一部分青年在健全民主制上的

急迫愿望,打着 “
争民主

”
的旗号,实质上是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

根据民主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这一原则,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了要
“
小 民 主”,不 要

/大民主”的重要思想。早在1957年 ,邓小平同志就讲: “有些青年总觉得大民 主 解 决 问

蹈。哦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是可以避免的,这就要有小民主。”⑧本来,民主从

实质止讲本无大小之分。在这里,邓小平同志使用
“
大民主”和

“
小民主”是一种讽刺性的

用语。所谓
“
大民主

”
是指大规模的风潮和闹事,包括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群众

运动形式:所谓
“小民主

”
是指认真执行我囝宪法所规定的民主制度,使公民的民主自由权

利受到应有尊蕈和保障的具体民主形式。

在我国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时期,那些崇拜西方民主的人 J总 想搞
“
大民主”,邓

小平同志对llL作了明确的批判和坚寇的斗争。他在1085年讲: “
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



犯了刑律的人9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
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 ‘

文化大革命
’

遗留下来的作 风,不 能 让 这 股 风 :舌刂起

来”④。19s/年 ,他又告诫说: “‘
文化大革命

’
时搞

‘
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

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一哄起来就打内战。我们懂得历史的经验教训。”⑩资产

阶级自由化的
“
精英

”们口头上反对
“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却又大肆煽动

“
文化大革命

″

的 “
大民主”,蓄意制造1989年的动乱。因此在民主政治建设上,我们同自由化的对立也可

以说是
“
大民主”与 “小民主”的对立。                   ¨ ,

要避免
“
大民主”,就必须要有

“
小民主”9即通过有秩序的民主渠道,协调人民内部

的各种矛盾,及时消除不稳定的因素。邓小平同志说: “
要让群众能经常表达自∵已的意见 ,

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协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上,学生代表大会上 ,∶ 或者在各种场合 ,∴ 使

他们有意见就能提,有气就能出。” “
各党派的

‘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思想上的 f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这十六个字的方针对我们国家有深远的影响,对我们党有 极 大妁 好

处,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很大的好处。”④

遵循邓小平提出的从实际出发逐步发展民主,避免
“
大民主”;必须要有

“
小民主”的

基本原则,我们党在十三属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以来,在不断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清除腐败现象、加强痴政建设

等各个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为 我国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奠定了进¨

步发展的坚实基础。                             ⋯ ,

(三)        ∴

民主从来都是和法制联系、在一起的,自从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就没有出现过:脱 离法

律规范和约束的民主。邓小平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出发,总结了我国民主制度建设的经

验教训,针对着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民主与法制关系上蓄意制造的混乱9明 确指出: “
社会主

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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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面。i主要

有以下的重要思想 :

第-,明确提出了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肩 动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从政策指寻到法律

规范的转化。

建国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建国初期,我们的主要任务

是从反动统治下解放人民,从 同旧的生产关索的斗争中解放社会生产力,斗争的主要方法是人

民群众的直接行动。那时,为 了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和反革命分子破坏,建立革命的秩序 ,

只能主要根据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以及根据这些政策制定的纲领性法律。但是,当新的生

产关系已经基本建立,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变成保护人民民主权利,保护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时

候,建立完各的法制就完全必要了。1956年,党的八太政治报告曾经提出; “我们目前在国

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 家 的 法制
”

,

“
为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利益,必须使全国每一个入部明了并确信,只要他没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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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我们党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深,所以没有能够认真贯彻执行,对法制建设时紧时松,

到 “文化大革命〃I时 ,民主和法制都遭到了严重破坏。

鉴于以上历史教训,邓小平在1978年党的十一属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强

调指出: f为 扌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个+ll度 和

法律不囟领喜人的改变而改变,不 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980年 ,邓小

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 “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 系 列的 法

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④邓小平提出的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

度、化1法律化,对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有着根本性、金局性的意义。

首先,他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从传统的 “人治”
转变为 “法治”扫除了障碍,奠定了

基础。19忿 0年 ,郏:小平在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文中说: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

误矽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

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

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

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文化大革命
“不是个人没有责任,而是 说领 导 制

度、组织+lJ度 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个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

家是杏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童视。
”⑩

其次9为堵寨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找到了根本的措施。林彪、 “四

人帮
”之所以能爬上高位,横行一时,当 然有它的历史背景、历史原因,但同我们人民内部

的民主、党内的民主没有制度化、法律化是有关的。1980年 ,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 ·法拉奇

向邓小平提出 ;“如何避免类似
‘
文化大革命

’
那样的错误?” 邓小平回答: “这要从制度方

面觯决洵题。
”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圉

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

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③

¨
蕞后:为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 “和平演变

”,建立了法制的保障。1987年 ,当 资

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时,邓小平讲: “哦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老早就

确定了的,写在宪法上的。
”⑩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确定的国家根本制度是不允许

任何人破坏的。正因如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
精英

”们自1988年 以来就一再攻击和煽动修

改宪法。198。 年3月 ,万润南等发起的 “修改宪法理论研讨会
”就叫嚷什么 “

今后中国政治

改:萼
的首要闩题是枣九十年代修改宪法

”
,“要唤起人民特别是知识

‘
精英

’
对修宪的关心

”
,

苯胛 吹多党哪`霉
f彻底修改有苓经济制度的规定

”。在国家发生动乱的重要关头,人民

日揖1989年 压月26日 发表的1《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 的社论指出,必须 “维护宪法,|维

护柱荟主义i苠 圭栩法铕刂
”

。5月 20日 ,国务院根据宪法,发布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

命令。5月 26日 ,彭 真同志受中央委托,与部分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时指出 “
要用宪法和法

律绕⊥思想
”

。由此可见,正是根据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我们维护宪法、运用法制才取

得了粉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猖狂进攻和制止动乱的胜利。与此形成鲜明X,J照 的是,东欧的几

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通过修改宪法使得资本主义 “和平演变”的阴谋最后得逞。正反两方面



的经验教训证明9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9在崮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普遍的理论

和i现实意义。

镰=,碉辘提出了社禽圭义瀵制的纂本内容,撸导我国法制建设灼全面发汪。

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哪些方面,怎样才算法制健全,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和毛泽东都没有怍过概括。党的八大提出要建立比较完各的法制,当 时讲了两句活: “
有

法可依
”, “

有法必依
”③。邓小平总结了八大以后特别是

“
文化大革命

”
的教训,在党的

十一属三中全会前夕发展为
“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
四句话◎,作为

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9这就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制思想。
“
有法可依

”这是健全法制的前提。对于立法的范围,邓小平从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

为立足点,纠正了我国传统的 “重刑轻氏
”

的思想,提 出 “
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

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

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
”9 “我们还要大力加强刈国际法的研究

”④。对立法的原则和

方法,邓小平从改革时期的实际情况出发 ,提 出
“
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蕃。有

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夕然后经过总结捉高 ,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热-
条就修改补充一条9不要等待

‘
整套设各

’″
ρ “

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
”
。④

“
有法必依

”
和

“
执法必严

”
。是健全法制的关键。本来

“
有法必依

”
既包括全体公民;

叉包括一切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佧人员都要守法,但尤为重要的是国家机 .关 及 其 工作人

员,所以邓小平特别提出
“
执法必严”。因为老百姓不执法,这是专门对国家机关、国家机关

工作入员提出的更高要求,也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客观要求。十-属三中全会以后,由

于不少同志'讠

^面地总绪历史教丿l,走到了软弱涣敬的另一个极端,在对坏人坏事的斗争和处

理问题上滋长了过分容忍、优柔寡断、畏难手软、息事宁人的情绪,邓小平在19B3年又提出

了 “在全国范围内对严重刑事犯翠分子依法实行从重从快集中打击
”

的方针③,并在实践中

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
“
违法必究

”
是健全法制的保证。它是指任何人不得把自已凌驾于法律之上,享受法律

规定以外的特权;更不允许国家公职人员在自己违法犯罪的情况下,逃避罪贲,逍遥法外。

在这方面9邓小平有过多次论述。1θ 80年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 “
克服特杈现象,要解

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律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

一律平等。
” “

丑l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 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

拄告、弹劾、撖抉、罢免9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1纪律处分。
”④在

清除腐败、克服特权等问题上,党和国家与全体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是一致的。资产阶级自由

化的 “
精英

”
以

“
反腐败

”
作为 口钅9实际是他们妄图推翻党的领导的L个陪衬,目 的是煽

动群众与党的对立。当然,我们的党也应当高度重视清除腐败现象9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

社会主义法制。

第磊9愠髑濮涮教菌是社舍琏又糈抻爽蜩艟设蠲蔑娶内容,粮本目的在于培弃
“四有

”

新人。

加难紊L金 主义民主与法制莲设9就攻治领域来讲其目的何在?邓小平在1962年讲: “
在

8



我们党内和国家内,必须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圭,又有纪律又 有 自

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⑩1983年 ,邓小平

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既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 “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④

鉴于我国长期受封建主1义的影响缺少民主的传统,也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邓小平在
1986年又指出: “

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

始,我们的小学、中学都要进行教育”。 “打击犯罪、纠正不正之风中属于法律范围、社会

范围的问题,应当靠加强法制和社会教育来解决。我们要把这方面的经验总结一下9使它来

一个改善。”④根据以上的思想,我们对学生进行了法律蓦础知识的教育,在全国范围内进

行了笫一个普法教育,并且即将开展第二个凿法教育的系统工程。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邓小平不仅认为〉社会主义法制是对敌专政的锐利武器:而且认为社

会主义法制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人民进行教育的童要手{段 :1078年

'他
就讲 “国家和企

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

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④。1986年当学生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髟响发生学潮时,

他又讲: “我们对学生闹事,主要采取疏导的方法,∷ 是必妾的:桓是
'如

果髟响了社会秩
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⑩这就是说,法律处理是对人民群众进行教育和导向
的必要揩施,它可以起,到 是非分明s赏罚分明,仲张正气,打击邪气的重要作用。

苒之,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建设,有着许多宝贵的理论。这些理论,继
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我们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1b的党 中央领导
下,遵循和实践这些理论并且在实践中又丰富和完善这些理论,就

一
定能够建设具宥中国特

色的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

注释: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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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笫1卷 ,154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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