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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基本內涵

PART 01

我國全過程人民民主實現了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實

質民主、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國家意志相統一，是全鏈

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



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基本內涵一

什么是“全過程人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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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基本內涵一

1
2

4
2019年11月2日

2021年3月11日

2021年7月1日
2021年10月14日

人民民主是一種
全過程的民主

“全過程民主”
寫入國家法律

發展全過程
人民民主維護
社會公平正義

全過程人民
民主不僅有
完整的制度
程序，而且
有完整的參

與實踐

3

5

2023年3月13日

立法應當
堅持和發
展全過程
人民民主

5/68



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基本內涵一

2019年1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全

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在上海市長寧區虹橋街道設

立的基層立法聯繫點時，首次提出“全過程民主”

概念：“我們走的是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

發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所有

的重大立法決策都是依照程式、經過民主醞釀，

通過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產生的。”

“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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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基本內涵一

基層立法聯繫點是立足基層人民群眾直接

參與國家立法的民主立法形式，成為除網上公

佈法律草案向社會公眾徵求意見、向部門和地

方發函徵求意見，以及立法調研、座談會、聽

證會、論證會等形式之外的新的群眾有序參與

國家立法的有效形式，並初步形成國家級、省

級、設區的市（自治州）級基層立法聯繫點三

級聯動的工作體系。

什麼是“基層立法聯繫點”？

7/68



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基本內涵一

2021年3月11日，全國人大十三屆四次會議表決

通過了《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組織法〉的決定》，將第四十一條修改為第四十四

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應當同原選舉單位和人

民保持密切聯繫，可以列席原選舉單位的人民代表大

會會議，通過多種方式聽取和反映人民的意見和要求，

努力為人民服務，充分發揮在全過程民主中的作用。”

由此，“全過程民主”寫入國家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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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基本內涵一

2021年7月1日，習近平總

書記在慶祝建黨100周年大會上

的重要講話中，強調要“尊重人

民首創精神，踐行以人民為中心

的發展思想，發展全過程人民民

主，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這為

新時代發展人民民主、探索中國

式民主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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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基本內涵一

2021年10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

在中央人大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強

調，“我國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僅有完整

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參與實踐，

實現了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

和實質民主、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人

民民主和國家意志相統一，是全鏈條、

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是最廣泛、最

真實、最管用的社會主義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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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基本內涵一

2023年3月13日，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審議通過了關於修改《立法法》的決定。修改後

的《立法法》第6條明確規定：

“立法應當堅持和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尊重

和保障人權，保障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立法應當體現人民的意志，發揚社會主義民

主，堅持立法公開，保障人民通過多種途徑參與

立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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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基本內涵一

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主體是人民

本質屬性：人民性

民主是全人類的
共 同 價 值

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內容是民主

參與程度：全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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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基本內涵一

1. 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人民民主”

全 过 程

中國的民主是人民民主，人民當家作主是中

國民主的本質和核心。

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

要用來解決人民需要解決的問題的。

2. 全過程人民民主是“全過程民主”

3. 全過程人民民主是“全方位民主”

人 民 民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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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內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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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基本内涵一

全過程人民民主釋義

1

2

3

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

主體是全體中國人民

特點和優勢在於全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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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基本內涵一

全過程人民
民主的獨特

優勢1

2
3

4

過程民主和成
果民主的統一

程序民主和實
質民主的統一

直接民主和間
接民主的統一

人民民主和國
家意志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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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

PART 02

在中國共產黨一百年奮鬥歷程中，幾代共產黨人始終堅持將馬克思

主義人民民主理論與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相結合，矢志不渝發展全過程

人民民主，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人民民主之路。。



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全過程人民民主興起及發展的四個階段

1 2

34

新民主

主義革

命時期

1921-

1949

社會主
義革命
和建設
時期

1949-
1978

改革開
放時期
1978-
2012

黨的
十八
大以
後

2012-
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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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193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在瑞金

召開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

大會，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制定

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這

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人民民主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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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中華蘇維埃共和国憲法大綱》规定：

1. 蘇維埃國家政治制度是工農兵代表大會，保證工農大眾參加國家管理，

便於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實行民主集中制和議行合一原則，是根據

革命實踐及蘇聯經驗建立的新式民主制度。

2. 政權屬於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這些工人、農民、

戰士及一切勞苦民眾和他們的家屬，皆為蘇維埃共和國的公民。

3. 蘇維埃公民在十六歲以上皆享有蘇維埃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直接選派

代表參加各級工農兵會議的大會，討論和決定一切國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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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蘇維埃政府建立的主要民主制度

1.代表固定聯繫人民制度

2.監督政府、批評政府工作

3.質詢和召回代表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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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政權實行“三三

制”，即邊區參議會既是民意機關，也

是最高權力機關，它的代表組成是共產

黨員、進步勢力和中間勢力各占三分之

一。“三三制”形成的廣泛民主的抗日

政權，讓群眾有說話、辦事的權利，讓

民眾的意志和主張得到更好的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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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三三制：

中共中央在1940年3月6日首次提出了

“三三制”原則。規定在政權機關人員配備

上，共產黨占三分之一，左派進步分子占三

分之一，中間派占三分之一。這樣，中國共

產黨不僅把小資產階級，而且把民族資產階

級和開明紳士也爭取到抗日政權中間來。同

時，“三三制”政權提高了邊區各級政權機

關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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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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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豆選法

豆選法開創了中國歷史“草根民
主”的先河，給予了人民群眾表達自
己政治訴求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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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黃齊生（1879-1946），原名黃祿祥，

字齊生、號青石，祖籍江西撫州，後移籍貴

州安順，早年的黃齊生就熱心開展業餘教育

工作，主持興辦了貴州達德學校，同時他還

積極倡辦勤工局、農事試驗場、商品陳列所

和婦女習藝所等實業場所，著有《延安選舉

見聞》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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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對於人民大眾，多方鼓舞，使其敢於對政府工作人員作嚴格自

我批評；對於政府幹部工作人員，使其在人民面前，勇敢承認錯誤，

樂於接受人民大眾的批評。

被選舉人的標準：公道；和平；能辦事；腿勤（能跑路）。

不選的標準：二流子（好吃懶做的人）；抗上欺下；木頭人；

口是心非；自私自利。

——摘自黃齊生：《延安選舉見聞》

27/68



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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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延安時期三權合一的民主監督機制：

1.邊區人民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2.設立各種審查委員會，全面審查

和監督政府的工作

3.對於那些不稱職的政府人員，人

民有權罷免

29/68



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

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新中國成立後，隨

著全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建立和《中華

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制定，中國的全過程

人民民主得到迅速擴展和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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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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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1954年，1.5億人討論一部憲法

牧民群眾積極參與1954年憲法草案大討論

1954年憲法草案經歷三次討論：

第一次大討論由全國政協組織北京17個和

解放軍18個單位共八千多人討論了兩個多

月。第二次大討論是公佈憲法草案，交全

民討論。第三次大討論是根據全民討論的

意見，憲法起草委員會對原來的草案作了

修改後，提交給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

的兩次臨時會議討論通過。1.5億人次，3

個月的時間，100多萬條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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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當然，這種全民大討論並不僅僅停留在形式上，起草委員會對這些

意見整理成冊，客觀科學充分採納人民的意見。比如，憲法草案第三條

第三款原規定為:“各民族都有發展自己語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

改革自己的習慣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對此，有些人提議，在這一款裏，

不僅應規定各民族都有發展自己語言文字的自由，而且還應規定各民族

都有使用自己語言文字的自由。憲法起草委員會認為這些建議是正確的，

把第三款改為“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語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

或者改革自己風俗習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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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三）改革開放時期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科學地總

結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歷史經驗，

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做了深刻的概

括，重新恢復和確立了民主政治在社會

主義發展中的歷史地位，提出了建設有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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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鄧小平同志關於民主問題的重要論述：

1. 必須健全黨的和國家的民主生活，使黨的

和政府的下級組織，有充分的便利和保證，可

以及時地無所顧忌地批評上級機關工作中的錯

誤和缺點，使黨和國家的各種會議，特別是各

級黨的代表大會和人民代表大會，成為充分反

映群眾意見、開展批評和爭論的講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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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鄧小平同志關於民主問題的重要論述：

2. 要讓群眾能經常表達自己的意見，在人民代表大會上，政協會議上，

職工代表大會上，學生代表大會上，或者在各種場合，使他們有意見就

能提，有氣就能出。

3. 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

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

的改變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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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鄧小平同志關於民主問題的重要論述：

4. 在當前新的長征中，在四項基本原則的指引下，實行互相監督，充分發

揚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對於增強和維護安定團結，共同搞

好國家大事，是十分重要的。

5. 中國的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是同社會主義法制相輔相成的。中國正是

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6. 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對幹部和共產黨員來說，廉政建

設要作為大事來抓。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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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7.政治體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我們的民主同法制是相關聯的。人們往往把民主同美

國聯繫起來，認為美國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們不能搬你們的。我相信你會理

解這一點。中國如果照搬你們的多黨競選、三權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動亂局面。如果今

天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國十億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會有

事，日子還能過嗎？還有什麼精力搞建設？所以不能從你們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的問題。

中國的主要目標是發展，是擺脫落後，使國家的力量增強起來，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

善。要做這樣的事，必須有安定的政治環境。沒有安定的政治環境，什麼事情都幹不成。

中國有中國的實際，這點我相信我們比外國朋友瞭解得多一些。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

要講社會主義的民主，也要講社會主義的法制。在強調發展民主的同時，要強調教育我

們的人民特別是青年要有理想，守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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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鄧小平同志關於民主問題的重要論述：

8. 我們要在全國堅決實行這樣一些原則：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執法必

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9.要使我們的憲法更加完備、周密、準確，能夠切實保證人民真正享有

管理國家各級組織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權利，要使

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要改善人民代表大會制

度，等等。關於不允許權力過分集中的原則，也將在憲法上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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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鄧小平同志關於民主問題的重要論述：

10. 我們過去的一些制度，實際上受了封建主義的

影響，包括個人迷信、家長制或家長作風，甚至包

括幹部職務終身制。我們現在正在研究避免重複這

種現象，準備從改革制度著手。我們這個國家有幾

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

主義的法制。現在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

制度和社會主義法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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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四）黨的十八大以來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深化對中

國民主政治發展規律的認識，提

出全過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並大

力推進，民主價值和理念進一步

轉化為科學有效的制度安排和具

體現實的民主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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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2021年12月4日，國務院新聞

辦公室發表《中國的民主》白皮

書。白皮書分為前言、正文、結

束語三個部分。這部白皮書是一

部系統介紹中國民主價值理念、

發展歷程、制度體系、參與實踐

和成就貢獻的重要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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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全過程人民民主具有科學有效的制度安排

1 2 3 4 5

人民代表
大會制度

中國共產黨
領導的多黨
合作和政治
協商制度

最廣泛的
愛國統一

戰線

民族區域
自治制度

基層群眾
自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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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實現全過程人

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載體
人大制度是適應人民民主專政國體

的政權組織形式

人大制度是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

人大制度是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
根本途徑和最高實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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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

協商制度是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

重要制度安排

政協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

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政黨制度

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
和專門協商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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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是推進全過

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力量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人民愛國

統一戰線的組織

堅持大團結大聯合

堅持一致性和多樣性相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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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全過程人民民

主在民族事务上的重要安排
尊重各族人民的主體地位

自我管理、自我服務
自我教育、自我監督

從制度和政策層面保障各民族基本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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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是全過程人民民

主在基層事務上的重要安排
村民自治制度

居民自治制度

職工代表大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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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全過程人民民主有具體現實的民主實踐

1 2 3 4 5

民
主
選
舉

民
主
協
商

民
主
決
策

民
主
管
理

民
主
監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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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民主選舉：

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

利，選出代表自己意願的人

來掌握並行使權力，是中國

民主的一種重要形式，是人

民實現當家作主的重要體現。 2021年11月5日，86歲抗美援朝老兵於志明
在北京東城區體育館路地區選舉站進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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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人
大
代
表
張
展
斯
的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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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民主協商：

人民在通過選舉、投票行

使權利的同時，在重大決

策前和決策過程中進行充

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

問題取得一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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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桃
園
社
區
“
心
願
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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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民主決策：

民主決策是全過程人民民主

的重要一環。越來越多來自

基層的聲音直達各級決策層，

越來越多的群眾意見轉化為

黨和政府的重大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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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民主管理：

廣大人民發揮主體作用，積

極行使民主權利，通過各種

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

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

社會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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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民主監督：

中國結合本國實際，探索構建

起一套有機貫通、相互協調的

監督體系，形成了配置科學、

權責協同、運行高效的監督網，

對權力的監督逐步延伸到每個

領域、每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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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興起和發展二

全過程人民民主是廣泛真實管用的民主

1 2 3 4 5

人民享
有廣泛
權利

人民民主
參與不斷

擴大

國家
治理
高效

社會
和諧
穩定

權力運用得
到有效制約

和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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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世界意義

PART 03

中國的民主經歷了選擇、探索、實踐與發展的艱辛歷程。中國基於本

國國情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既有著鮮明的中國特色，也體現了全人類對

民主的共同追求；既推動了中國的發展與中華民族的復興，也豐富了人類

政治文明形態。。



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世界意義三

全過程人民民
主的世界意義

1

2

3

4

為人類民主事業發展探索新路徑

走符合國情的民主發展道路

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

為世界政治文明貢獻中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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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世界意義三

1.全過程人民民主為人類民主事業發展探索新路徑

中國式民主

人民有選舉投票
的權利，也有廣
泛參與的權利；
既能表達自己意
願，也能實現

人民當家作主

人民不僅推動
國家發展，也
共用發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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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世界意義三

民主是多樣的，

實現民主的道路

並非只有一條

2.走出符合國情的民主發展道路

各國的歷史文化

不同、現實國情

不同，民主的形

式選擇必然不同

各國應根據自身

特點選擇符合自

身現代化發展的

民主形態

注重吸收借鑒人

類政治文明一切

有益成果

全過程人民民主旨在構築和諧社會的“民主大家庭”，這符合世界各國人民對美
好生活的共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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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世界意義三

3.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

01
高舉和平、發展、

合作、共贏的旗幟

02 03
提出構建人類命運

共同體理念

構建總體穩定、均衡

發展的大國關係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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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世界意義三

4.為世界政治文明貢獻中國智慧

各國應相互尊重彼

此的民主模式，既

致力於本國探索，

又加強交流互鑒；

既各美其美，又美

美與共，共同推動

人類文明向前發展。

以民為本，開放包容

求同存異，相互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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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世界意義三

民
主
是
一
种
回
应
人
民
需
求
的
制
度
，
把
改
善

普
通
民
众
的
生
活
放
在
首
位
的
制
度
。(

明
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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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世界意義三

民主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人類對民主的探索和實踐永無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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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及互動

G u a n g d o n g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F i n a n c e  &  E c o n o m i c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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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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