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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惠岩文集》王惠岩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创建者之一，他创造性地提出的“政治统治体系”、
“政治总格局”等概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权理论和民主学说，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
科的重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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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惠岩，1928年3月生，回族，辽宁法库人。
我国著名的法学家、政治学家、教育家、政治政策咨询专家。
1951年毕业于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研究生班并留校任教，长期从事政治学、法学理论的教学
与研究工作。
曾担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政治学科
评审组副组长、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现为吉林大学首批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治学会
顾问，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学术顾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政治学专家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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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民主在性质上的区别是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根本区别。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阐述民主时把民主与政治统治、专政联系在一起，实质就是强调民主的性质。
民主的性质，是指一个国家中居民与政权之间的关系。
所谓居民与政权的关系，就是指一个国家的全体居民中，哪些人享看管理国家的权力；哪些人不享有
管理国家的权力。
享有管理国家权力的那部分人，就是政权的主人，就享有民主；不享有管理国家权力的那部分人，就
不是政权的主人，就不能享有民主，就是政治统治的对象，或称专政对象。
政治统治对象的含义，就是指国家政权不反映被统治对象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或剥夺其根本利益。
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是政治统治对象，代表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并不是把全体工人阶级
都管制起来，而是表现为政权不反映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即不反映工人阶级改变生产资料资
本家占有制和消灭剥削的要求。
又如我国建国后，首先剥夺了地主阶级对土地的所有权，其实质就是剥夺了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因
此，地主阶级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统治对象。
如果作为政治统治对象的那部分人中，有些人要用行动来实现其根本利益和要求，国家政权就要对他
们采取强制性的手段甚至使用暴力。
由此可见，对政治统治对象或称专政对象的理解，不是要对这部分人都实施强制性的管制，而是国家
政权不反映他们的根本利益和要求。
只有当这部分人中的某些人确实要用行动来实现其根本利益和要求，即威胁到享有民主的阶级的根本
利益时，国家政权才对他们采取暴力的手段。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专政并不等于暴力，而且主要不是暴力。
理解政治统治对象的含义的意义在于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任何民主国家，都只能是一部分人享有民
主，而另一部分人不享有民主，或者说不能真正享有民主，他们是政治统治的对象。
邓小平指出：讲民主“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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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
”这句话的实质，就是要求我们一定要把民主的性质认识清楚，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
本。
那么，一个国家中，究竟哪部分人享有民主，哪部分人不能享有民主，这是由什么决定的？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由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决定的。
民主是商品经济的要求，场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有两个特点，一是等价交换，一是自由竞争。
等价交换反映在政治上的要求是平等；自由竞争反映在政治上的要求是自由。
平等、自由用法律规定出来就是权利，而实现权利的形式就是民主。
因此，不管实行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都要求民主。
但是，由于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这就决定了它们所实行的民主的性质不同。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这就决定它们的民主是生产资料私
人占有者的民主，是在生产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个人士义的民主。
换言之，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中真正享有民主的那部分人是资产阶级，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性质。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构成的所有制，这就决
定了我国实行的民主性质是人民民主，即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这就是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真正享有民主的那部分人是广大人民，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质
。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哪部分人真正享有民主权利不是什么人主观决定的，而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
的。
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而决定的享有民主的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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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人的性质不同。
也就是说，是享有管理国家权力的那部分人的不同。
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有些人主张私有化，不管这些人的主观意志如何，实质
上都是在政治上改变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改变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质。
这一点我们在政治上必须明确，否则，就会成为糊涂的入市。
当代世界各国普遍实行民主政治，但从性质上讲，有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之分，而两种民主
政治分歧的根本点，就在于民主理论的分歧。
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的民主理论与西方民主理论有着根本区别。
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邓小平的民主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说明民主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
民主是具体的，是指一个国家中哪部分人享有民主，这就是民主的阶级性、民主的性质。
民主不是抽象的，是指民主不是一个国家社会全体成员都享有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如果社会全体成员都享有民主时，民主就不需要了，民主也就不存在了，国家也不
存在了。
因此，只要民主存在，就只能是社会中一部分人所享有，对不能享有民主的那部分人就要实行政治统
治、实行专政。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民主与专政相结合的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最基本的理论，也是同西
方民主理论最根本的区别。
西方民主理论的核心是所谓“一般民主”、“纯粹民主”，其含义是，民主是社会全体成员都享有的
，这是虚伪的，实质是抹杀民主的阶级性质。
因为任何国家实行的民主，都不允许反对享有民主的主人所掌握的政权和政治制度。
如果出现反对或企图推翻他们的政权与政治制度的人，他们也不给这些人自由，不给这些人民主。
如《美国法典》第十八篇第2385条规定：“任何蓄意鼓吹、煽动、劝说或讲授推翻或摧毁美国政府的
行为，包括因此而印刷、出版、发表、传递、出售、分发或公开展出任何书写或印刷品，都要处20年
徒刑或2万美元罚款，或两者并罚。
”由此可见，任何民主国家，都是民主与专政相结合，因为国家政权的作用，就是把社会控制在秩序
的范围内。
只不过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是明言表达，而西方民主理论是虚伪、欺骗而已。
从根本上讲，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在性质上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享有民主的人的性质不同，一
个是广大人民的民主，一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出，民主的范围也能表明民主的性质。
所谓民主的范围，即享有民主的那部分人在整个居民中占多大范围，是多数人的民主，还是少数人的
民主？
由于资本主义民主是资产阶级享有的民主，而资产阶级在整个居民中只占少数，所以资本主义民主只
能是少数人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广大人民的民主，人民在居民中占绝大多数，所以社会主义民主
是多数人的民主、最广泛的民主。
因此，我们也可以从享有民主的范围来区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不同性质。
之所以说社会主义民主是最高类型的民主，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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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政治学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的新学科，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
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补课。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政治学究竟应当研究什么、怎样研究，理论界都处在探索之中。
政治学是研究国内外全局性的科学，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教学与研究，探索了政治学理论的
内涵与体系，出版了《政治学原理》，这是我国政治学学科恢复以来较早的政治学著作之一。
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发展，我还写出了一些政治学发展方向的文章，反映了我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
。
为了纪念我的80寿辰，出版了我的文集，这是对我多年来政治学、法学的教学与研究的总结，我所取
得的这些成果并不完全是我个人努力的结果，其中凝聚了家庭、学校和弟子们的关心与支持。
首先，是学校领导的支持，为我的教学与科研提供了良好宽松的环境。
其次，我有一个和睦的家庭，我的老伴脱弱同志与我患难与共，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始终不渝地支
持与鼓励我，今天我的成果里，可以说“军功章”各有一半。
最后，让我倍感欣慰的是我有一大批好弟子，他们在我的教学与科研中给我很大的支持。
特别是这次文集整理过程中，周光辉、张锐昕、张贤明、吴江、王郅强、齐宝江、薛洁等在文集的收
集、整理和核对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王惠岩2007年6月8日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王惠岩文集>>

编辑推荐

《王惠岩文集(套装全4册)》分四卷，共计120万字，收录了王惠岩先生1978年以来公开发表的著作、
学术论文、调查报告。
同时，《王惠岩文集(套装全4册)》还对王惠岩先生以前没有公开发表的手稿、咨询报告、讲话稿进行
了重新整理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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