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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现代化的
显著标志与本质要求

董树彬

摘要： 民主是衡量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现代化是推进民主发展的必要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民

主发展的时代升华，以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为其特色和优势。它基于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吸收借鉴世界

民主发展的有益经验，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充分

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并在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良政善治和弘扬全人类民主共同价值的过程中，展现

出了民主的治理效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本质要求。这就需要以人民逻辑统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以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为组织载体推进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运行。同时，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民主话语建构、民主形象塑造

以及推动政治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将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推进民主发展提供全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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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衡量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现代化是推进民主发展的必要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人民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并在现代化进程中推动中国民主实现

由“人民民主”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时代升华，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

要求之一①，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展现出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崭新图

景。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伟大政治创造，

实现了从资本逻辑到人民逻辑的根本转变，“保证人民始终是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自己命运的主人，

享有更广泛、更真实、更便捷的民主权利和自由”②。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通过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来进一步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为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凝心聚力。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进程中推动民主发展的时代升华

全过程人民民主根植于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领导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中国民主发展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了“全过

程人民民主”重大论断，对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出场与发展作出了重要原创性贡献。不同于建立在

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西式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民主发展的时代升华，以最广泛、最

真实、最管用为其特色和优势。它立足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吸收借鉴世界民主发展的有益经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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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23 页。

②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3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3 年 12 月 27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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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形成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奋斗史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将实现

人民民主作为自身的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带领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并迎来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民主发展道路探索实践过程中形成

的关于“人民民主”的时代升华。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是团结带领人民探索、形成、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奋斗史”①。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探索民主政权建设。其中，陕甘宁边区建立的“三三

制”政权，就是我们党局部执政时期探索民主实践方式的典型标志。“三三制”政权，即在抗日根据地政

权建设原则指导下，“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

分之一”②。“三三制”政权初步实践了人民民主，蕴含着协商民主重要理念，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局部

实践尝试。随着解放战争胜局已定，以何种方式建立新中国成为我们党面临的首要问题。以毛泽东

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思想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正视民主党派

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通过“人民民主统一战线”③这一法宝，创造性地提出了“协商建国”④重

要方案。此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等一道创立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对成

立新中国事宜进行广泛民主协商，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良好基础。可以说，“协商建国”是我们党践

行人民民主的实践典范。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际和国内局势逐渐稳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日益稳固。在这样的背景

下，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时机也已经成熟。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

开，标志着人民当家作主拥有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组织保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人

民政协并未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同全国人大一起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生活中

继续发挥作用。因此，依托于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组织平台，人大选举民主与政协协商民主在相

互配合、共同发展中长期存在，并发挥各自的优势，为在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人民民主发展奠定了牢固

的民主实践基础。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确立并建构了完整的民主制

度体系。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决定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和三大基本政治

制度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合法性与合理性制度基础。其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是我国的政

体，也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还是新时期推动人民民主发展的重要制度载体；三大基本政治制度发

挥各自的制度效能，成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依托，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背景下推动人民民主发展发挥了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民主发展新规律，探索民主建设新实践，在

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过程中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积累了丰富经验。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

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论断，并在纵向和横向拓展过程中形成了“七大协商”渠道，为新时代广

大人民群众提供了有效、有序的政治参与渠道，找到了“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⑤这一

人民民主的真谛。在此之后，党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实现了社会主义协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7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742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第 758 页。

④ 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272 页。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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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民主在理论上的大繁荣和实践上的大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基层的发展，为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出场和发展奠定了充分的理论基础，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创造性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伟大民主制度创造和民主实践创新，开创了人

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既独具中国特色，又彰显全人类共同价值。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总结中国民主发展规律和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论断，实现了

“人民民主”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质升级。习近平总书记曾在许多重要场合作出关于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重要论述，对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提出和实践发展作出了重要原创性贡献。
新时代以来，中国民主理论不断丰富，民主实践全面发展，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协商

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使得有事协商、遇事协商、做事协商成为人民群众政治实践的共识。协商

民主不仅在国家层面、社会层面普遍实行，而且在基层也非常活跃并广泛实践。在新时代中国民主理

论与民主实践发展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断。习近平总书记

在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考察时，针对基层立法协商实践强调：“我们走的是一条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①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中国民

主时第一次提及“全过程”这一词语。在此之后，理论界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同时，以人大为

代表的政治机关也对“全过程的民主”展开了理论阐释，并总结人大实践“全过程的民主”的丰富经验。
在研究阐释“全过程的民主”过程中，学界普遍认为，“全过程的民主”是人民作主、人民掌权、人民

统治，它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

第一次向世界正式提出中国的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②这一重要论断。在之前提出的“全过程的

民主”基础上，加上了“人民”一词，更加突出和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所蕴含的人民属性、人民立场、人

民至上的人民逻辑，进一步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此后，理论界开始普遍关注并从不同视角广泛研究

全过程人民民主，特别是研究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制度载体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是基于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真实保障我国人民实现当家作主方面所发挥的强大效能，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

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全面阐释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相关内容，指出我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

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③。
由此，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属性和内在优势得到了全新概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诸多重要论述，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根本遵循。
鉴于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我们党对中国民主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全过程人民民主”纳入其

中，强调我国民主政治领域的关键就是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④。这就以党的

历史决议形式肯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民主发展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九次提及“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出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

程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进一步提高”⑤，并在报告的第六部分以“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为标题，深刻阐释并系统论述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未来愿景

和实践指向，这就为新时代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实践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此外，党的二十大

① 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第 303 页。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12 页。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532 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73 页。

⑤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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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把“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①写入

了党章。由此可见，在新时代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担当和使命任务。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开创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更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全过程人民民主作

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民民主的时代升华，与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西式民主”有着本

质区别。全过程人民民主立足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吸收借鉴世界民主发展的有益经验，开创了人类

政治文明新形态。
各国国情不同，建立在各国国情基础之上的民主形式各异。不可否认，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较

早开始民主探索与实践，但这并不能将其视为民主发展唯一方式的依据，而西方国家却在话语叙事上

将“西式民主”作为民主发展的唯一类型。“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

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②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西式民主，

在发展过程中与人民统治、人民掌权的民主真谛相背而驰，特别是在资本逻辑的全面统摄下，西式民主

演变为维护资产阶级集团利益的单一选举民主。尽管西方的单一选举民主具有一人一票的形式覆盖

优势，但其并不能代表民主的全部。“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时

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

的民主”③。可见，在金钱赋权模式下，西式民主成为资本逻辑在政治上的拓展和外在呈现，其具有难

以克服的先天弊端。因此，西式民主不可能成为衡量其他民主形式的唯一标准。与此不同，社会主义

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在政治领域则表现为，通过建构人民

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让人民掌握权力，从而实现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

日起就将“人民”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之上，将实现“人民主权”和“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

领导人民在浴血奋战中砥砺前行并最终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党坚持独立自主

和自信自立，立足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吸收借鉴世界民主发展的有益经验，探索出中国式民主发展

道路。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我们党推进中国民主理论与实践创新发展的结晶，是人民民主的时代升

华，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过

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④这既是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内在逻辑机理和特色优势，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成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根据。
首先，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涵盖了选举民主，还克服了西式民主的单

一选举民主本身所不可避免的内在弊端，实现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同时，除

了在选举环节、协商环节，全过程人民民主还在决策环节、管理环节与监督环节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从

而建构了一体式的全链条民主程序，塑造了民主运行的首尾相接的闭环。其次，全过程人民民主是

最真实的民主。西式民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民主，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与此相

反，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民主，不仅是政治民主，而且在经济、社会等

领域同样是民主的，是一种最为真实和彻底的民主形式。最后，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管用的民主。民主

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治理方式。如果国家治理低效与失灵，公民政治参与冷淡，这种民主模式

称不上是民主的样板。而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实现人民民主的崭新形式，

① 《中国共产党章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7 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第 530 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年，第 259 页。

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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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做到了保障人民权益、体现人民意志。因此，党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全

过程人民民主在赋能国家治理方面的效能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实现良政善治。此外，广大

人民群众能够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保障下广泛、有序地参与到国家治理之中，发挥自身在治理中的主体

作用，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标志

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构成部分。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从中

国实际出发，吸收借鉴世界现代化建设的有益经验，独立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实现

了从资本逻辑到人民逻辑的根本转变。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民主发展的集中呈现和时代升华，

充分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并在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良政善治和弘扬全人类民主共同价值的

过程中，展现出了民主的治理效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
（一）民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民主”一词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所创设的直接民主形式。从历史政治学视角分析，古希腊所提

出的民主可以释义为“人民主权”，城邦成为实行民主的共同体，公民是城邦的真正主人，“城邦不论是

哪种类型，它的最高治权一定寄托于‘公民团体’”①。这表明，古希腊民主对于推进人类民主发展进

程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古希腊当时尚处于社会发展阶段中的奴隶社会时期，受到历史局限，“人民”

的范畴在当时专门指代奴隶主，而国家人口中占大多数的妇女、奴隶等群体被排除在“人民”的范畴

之外。故此，古希腊很难拥有真正的民主，更不用说实现多数人的统治。随着工业化的到来，西方国

家通过对古希腊民主进行改造，建立了资产阶级私有制基础上的西式民主。尽管西式民主在理论生

成上是对古希腊民主的延续，但是在现实民主演进中，又将自由主义融入民主之中，从而导致西式民

主的核心成为保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这就表明，西式民主实际上

只是有产者的民主，而非广大人民共享的民主。尤其是西式民主异化为“一次性选举”之后，它彻底

沦为资产阶级实行“钱权互换”的统治工具。相较于此，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就是要消灭私有制，

完成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转变。因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

资料公有制本身就决定了广大人民群众拥有普遍且真正的民主权利，人民统治和人民掌权也得以真

正成为现实。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社会主义的内在灵魂，还是社会主义优越

性的显著体现。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同社会主义具有一致性。同时，民主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构成部

分，是衡量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人民民主更是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灵魂和外在优

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

现代化。”②从现代化与民主发展的世界进程看，西式民主同西方现代化一脉相承，而西方现代化建立

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基础上，更多注重和强调技术层面的现代化，从而维护和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
社会主义现代化则是充分借鉴和吸收了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并突出强调和坚持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现

代化建设所秉持的指导思想和价值理念，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崭新图景。因此，社会主义现代

化不仅是技术层面的现代化，更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

现代化嵌入了人民民主因素，为实现人民掌权、人民作主和人民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了有利条件，充分

发挥人民群众在推动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从这个层面上看，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

与社会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它超越了西方现代化，能够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 129 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第 2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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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从资本逻辑到人民逻辑的根本转变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冲破了西方现代化固有模式，开

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从以资本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性逻辑转变。
纵观世界历史的发展，现代化发端并率先建立在西方工业革命基础上。西方现代化同资本主义

工业革命相伴而生、互相成就，这就使得资本逻辑成为西方现代化的内在驱动力。同时，借助于资本

主义工业革命，西方率先实现了现代化。而西方现代化道路凭借着较早进行现代化的优势，被西方国

家鼓吹为实现现代化、国家富强的唯一发展道路和模式。尤其是伴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

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在此背景下，有的西方研究者大肆渲染所谓“历史的终结”，他们试图把西方现

代化打造成现代化模式的标杆。但从资本逻辑的视角进行分析，西式民主，无论是代议制，还是政党

制，都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掌权、人民参与治理，反而把人民排除在民主实践之外，正如马克思

曾经敏锐地指出的：“市民社会通过议员参与政治国家，这正是它们分离的表现。”①换言之，在西方代

议制民主条件下，民主真正意义上的“人民主权”含义被偷换，即人民不再行使民主实际权利而仅仅成

为民主选举权力的来源。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西式民主及其资本主义制度显现出政治衰败迹

象，西方向世界所输出的现代化模式并没有给世界上那些想走上富强之路的后发国家带来福音，反而

带去了政治动乱和经济萧条，资本主义制度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质疑和挑战。在这一不可抗拒

的时代潮流下，美国学者福山也不得不修正了自己所鼓吹的“历史终结论”，认为美国“与其他民主政

治体系相比，承受着更为严重的政治衰败”②。广大发展中国家也逐渐清晰地认识到，完全构建在资

本逻辑之上的西方现代化，绝对不是人类发展中唯一的现代化模式，也绝不是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走向

现代化的唯一选择，在东方有着更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中国方案可供选择和借鉴。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接力奋斗中领导人民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

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从以资本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的

根本性逻辑转变、从资本至上到人民至上的彻底性价值更换，真正实现了民主政治“还政于民”的目

标。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充满生气的力量；这是

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

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③同时，中国共产党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真正落到实处，涵盖了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生态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让民主拥有完整且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独特且具体现实的

民主实践，让民主成为广泛充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④党的坚强

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两大优势，而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在吸纳和融涵中国式现代

化内在优势基础上，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式民主和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

中国式现代化是根植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土壤、建立在我们党百年奋斗伟大历史成就基础之上、契

合社会发展进步要求并反映了全人类共同价值遵循的新型现代化发展道路，它“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

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

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探索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148 页。

②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

第 443—44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95 页。

④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 11 页。

⑤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26—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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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现代化是现代化唯一模式”的守旧思维，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立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现代化，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

协同发展的“并联式”现代化。其中，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人类民主发展的重大升华，有效整合民主实

现过程中的各要素和各环节，切实落实人民当家作主，超越了西式民主的单一选举民主范式，成为中

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
首先，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契合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对于有效解决中国式现代化面临

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全过程人民民主拥有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广泛的实践参与，是全链

条、全方位、全覆盖的社会主义民主，能够确保民主广泛充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其中，全过程人民

民主蕴涵了“人民治理”等理念，充分契合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现代化实际，通过充分

发扬民主实现科学民主决策以确保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有利于破解人口规模巨大现代化的治理难题；

全过程人民民主蕴涵了“人民掌权”“人民作主”理念，充分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

特色，有利于解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现代化的本质问题；全过程人民民主蕴涵了“人民至上”理念，契

合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日益增

长的需要，有利于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现代化的根本问题和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

代化的关键问题的解决；全过程人民民主蕴涵了“人民发展”理念，充分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特征，符合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有利于解决走和平发展道路

的现代化重大时代问题。
其次，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使中国式现代化

成为良政善治的现代化。坚持三者有机统一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前

提和根本保障。党的领导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和强大优势，使全过程人民

民主能够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确保人民当家作主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前

提，能够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依法治国则从宪法和法律维度，确保全

过程人民民主完美地镶嵌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之中，从根本上克服了西方现代化因追逐利益和权力

倾轧所导致的国家治理效能低下弊端，从而既保证了良政善治，又实现了人民治理。

最后，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民主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使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

新的选择，突破了把西方现代化作为现代化唯一模式与标准的固化思维。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独具

中国特色、根植中国具体国情，而且符合人类整体利益。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从以资本为中心到以人

民为中心的根本性逻辑转变，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标识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的重要特质。并且，不断推进以人民根本利益为价值追求的中国式现代化，能够为人类现代

化事业提供新的方案，尤其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道路提供新的思路。西方现代化凭借工

业革命优势率先发展起来，但是，建立在资本逻辑之上的西方现代化日益暴露出难以克服的本质缺陷

和内在弊端。西方现代化不是现代化的唯一模式和衡量标准，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民主发展开辟了

新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标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

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这就需要以“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逻辑统

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以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为组织载体推进全

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运行。同时，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民主话语建构、民主

形象塑造以及推动政治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推进民主发

展提供了全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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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式现代化要求以人民逻辑统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逻辑取代资本逻辑完全统摄的现代化，实现了从“以资为本”到人民至上的

根本性价值转变。这就要求以人民逻辑统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切实保证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

真实、更加便捷的民主权利，调动人民在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核心价值旨归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全过程人民

民主用更加丰富的民主形式、更加宽广的民主渠道、更加健全的民主制度，保障每个人都能通过各种途

径和形式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为国计民生贡献智慧，“形成了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

主制度体系，构建了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①。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要把实

现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奋斗目标和价值指向，以更加高昂的历史主动性积极

推进民主和现代化的协调发展，通过进一步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进一步丰富民主形式、拓宽

民主渠道，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发展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更便捷的全过程人民民

主，激发民主的治理效能。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应有之义。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

以人民为逻辑统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决定了人民逻辑不仅统领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方向，而且统领我国政治领域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不断发展和接续进步的方向。
全面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就要把人民当家作主全景式贯彻到现代化发展之中。同时，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民主。因此，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

化进程中，就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现代化建设的成

果更多更公正地惠及全体人民，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显著的实质性进展。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需要以“坚持人民至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

坚持人民至上，不但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核心价值，而且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精髓，抓住了人

民至上，就抓住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不二法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把“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放在“六个必须坚持”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首位，强调指出：“人民性

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②因此，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正确方向，

发挥人民在历史创造中的主体作用，更好地汇聚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不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
（二）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为组织载体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发展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拥有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双重组织机构保障。
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重要组织载体和重要实践平台作用，

促进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同向运行、同步发力，共同实现和巩固全过程人民民主。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重要制度载体。2021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重要制度载体。”③从全国到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由五级构成。其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

力机关，从根本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正实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大代表构成，人大代表由人民

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运行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身的作

用发挥过程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过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其居于

我国民主政治的根本性地位，具有推进民主发展的全局性重要功能，是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第 531—532 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19 页。

③ 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第 3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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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重要制度力量；对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发展，亦是基础性的支撑力

量。“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要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参与国家治理和民主

政治建设的积极性，保障人民享有真实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不断推进人民广泛参与党和

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从而确保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充分实现。”①因此，新时代新征程，

要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要深入贯彻中央人大工作会

议精神，从加强理论武装、健全全国和地方人大运行机制和工作机制、推进机关建设等方面入手，健全系

统完备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系，进一步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除了人民代表大会之外，人民政协这一专门协商机构同样是推进全过程

人民民主发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必不可少的组织载体和实践平台。人民政协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根植中国国情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多党合作的重要机构，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独具中国特色的体

现，还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极其重要的实现途径与专门协商机构，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生活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例如，人民政协“围绕中心任务建言，助力‘十四五’良好开局”“落实年度协商计划……全

年举办重要协商活动 25 次，开展视察考察调研 82 项，立案提案 5039 件，编发大会发言 867 篇，有效服

务决策施策”②。与人民代表大会所采取选举民主的运行方式不同，人民政协正是通过协商民主的运

行方式来发挥民主实践效能。新时代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协商

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③这就表明，人

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进一步发挥其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组织

载体和机构依托作用，同人民代表大会一起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驾护航。
（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世界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新选择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

化的崭新图景。西方现代化是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为首要前提的，资本扩张的本性，使弱肉强食的森

林法则成为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内在属性。资本逻辑必然导致西方现代化的弱肉强食、逢强必霸、侵略

扩张、战乱纷争。因此，尽管西方现代化造就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但同时也带来了当前的世界之乱。
而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现代化的资本逻辑，完成了向“以人民为

中心”的人民逻辑的根本性跨越，将实现人民至上作为价值旨归，为人类文明形态的拓展和优化贡献

了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它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造福于中国人

民、实现国强民富，而且贡献于世界人民、实现天下大同，为世界文明发展进步作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

贡献。“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

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④这充分彰显了中国作为世界上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也是世界人民的福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开创了中国

式民主发展道路和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首先，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当代民主话语构建提供了重要借

鉴。中国共产党坚持民主发展的守正创新，系统分析、鉴别并吸收世界民主发展的有益经验，建构了

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在世界民主发展的横向对比中有效破除了“西式民主原型论、普世论”话语

垄断，提出要立足本国国情构筑具有民族特色、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民主话语，从而增强了广大后发

国家独立自主探索民主发展道路和建构民主话语的自信心；同时，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所建构的

① 包心鉴：《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政治学研究》2023 年第 1 期。

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13 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38 页。

④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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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国情论、效能论、文明多样论等为当代民主话语构建提供了全新选择。其次，全过程人民民主为

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民主形象塑造提供了重要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

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①。全过程人民

民主所塑造的“人民至上”“良政善治”“全过程”等民主形象，超越了西式民主的“金钱赋权”“竞争博

弈”“断点失序”形象，为广大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塑造与本国国情相匹配的民主形象、展现政治文明发

展成果提供了中国方案。最后，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世界民主政治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中国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

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②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弘扬全

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世界各国政治文明交流互鉴，并以自身内在特征引领人类民主发展，为推动世界

现代化进程、民主发展和政治文明繁荣共进提供了新思路、新视角、新选择。

四、结语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已然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表征。从中国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民在艰苦卓绝的奋斗过程中，独立自主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在这一进程中总结中国民主

政治发展规律，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开辟了

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崭新道路。在党的全面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建构已经

较为成熟，全过程人民民主也形成了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和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并将全过程人民民

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厘清了民主与现代化的关系，在推进民主和现代化事业发展方面取

得了显著成就，展现出不同于西式民主与西方现代化的崭新发展图景。换言之，全过程人民民主是顺

应时代潮流而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包含深刻世界意义的时代命题。中国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在民主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它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产生出了新的民

主原则和方法，即民主协商和凝聚共识的原则和方法，为中国乃至世界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新的民主

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民主和现代化发展已经完美无缺，尤其是随着全过程人民民主向纵深

发展，许多具体实践层面的问题仍有待解决。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人类对民主和现代化的探

索与实践永无止境。因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要继续保持大党独

有的清醒认识，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不断总结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以及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经验，积极回应时代要求，满足人民期待，在人类政治文明和现代化事业交流互

鉴中不断开创民主与现代化发展新局面。

The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The Essential Benchmark and 
Require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Dong Shubin
（The School of Marxism，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P.R.China）

Abstract： Democracy serves as an essential benchmark for gauging modernization， whereas modernization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46 页。

②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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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imperative for fostering the progression of democracy.  The concept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is deeply entrenched in the extensive and rich practi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s it has steered the populous in seeking democratic development pathways and realizing the 
people’s running of the country.  Especially since the Party’s 18th National Congress，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has summarized the patterns governing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democracy.  This led to the innovative articulation of the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marking a qualitative enhancement from “people’s democracy” to a more comprehensive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As the defining feature of socialist democracy，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characterized by its broadest， most genuine， and most effective advantages， 
has created a new form of human political advancement based on Chinese context， history and culture， 
absorbing and drawing on the beneficial experience of worl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Democracy is 
a vital component of socialist countries’ advancement towards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he theory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become relatively mature， with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establishing sound and effective institutions and concrete and 
real democratic practice， achieving remarkable accomplishments in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and modernization.  The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epitomizing and elevating 
China’s democratic advancements in contemporary times， aligns seamlessly with the unique feature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t demonstrates the governance efficacy of democracy while advanc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shared democratic values globally， thus becoming a 
salient signatur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Looking forward， as we embark on a new era and journey， 
furth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requires a firm commitment to the 
people-centered philosophy.  It is essential to leverage the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of the People’s 
Congresses and the CPPCC， enhancing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Chinese modernization symbolizes the path to national strength， rejuvenation， and a conduit for China’s 
contribution to global progress and harmony.  As China steps more prominently onto the global stage， it 
will shoulder greater responsibilities in fostering human civi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as a fundamental aspec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ill offer innovative alternatives 
for modernization and democratic evolution in emerging nations by shaping democratic dialogues， 
molding democratic images， and fostering the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of political civilizations.  
The pursuit of democracy and modernization remains an unending quest for humanity.  The CPC must 
continue to exhibit the profound awareness that is characteristic of a major party—anchoring its efforts in 
China’s reality while embracing a global perspective， summarizing the experience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addressing the epochal challenges， 
fulfilling the people’s aspirations， and perpetually pioneering new vistas in the democratic and 
modernization narratives through reciprocal enrichment in political civi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enterprises.
Keywords： The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State 
governance； Polit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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