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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研究》以制度与外在情境的互动为视角，分析人大制度的延展、功能、任
务、价值目标及其制度资源开发的空间。
全书将人大制度60年来的运作与发展，分为以合法性取向为中心、以效率取向为中心和以有序民主取
向为中心的三个阶段.对其作用、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以及对现代民主法治的重要意义等方面做了充分详
尽的阐述，同时分析指出人大制度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以期在未来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起到更大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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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种由人民自己来代表自己的制度，就是民主制。
在马克思看来，民主就是人的存在。
在民主制下，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的自我规定，是人的自由的产物。
①在民主制下，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在这里人的存在就是法律，而在国家制
度的其他形式中，人却是法律规定的存在。
②在现代政治中，共和制是民主制的抽象的政治形式。
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共和制还只是一种国家形式。
这是因为，作为国家制度的政治国家与作为市民社会的物质国家之间，处于种分离的状态。
在这种分离状态下，人的存在成了法律规定的存在，或者说人成了法律规定的人。
这种由国家制度来规定的人的存在状态，表面看来是为人的存在带来了自由的空间。
但实际的情况则是，国家制度并不真正起统治作用。
马克思在分析法国1848年宪法的相关规定时就发现，“资产阶级口头上标榜是民主阶级，而实际上并
不想成为民主阶级，它承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③。
　　真正的民主制与虚伪的民主之间的区别在于，在真正的民主制下，宪法和法律是人民自由的产物
，而在虚假的民主制下，宪法和法律表面上是保障人民的自由，实际上则是限制和约束人民的自由。
而出现这种虚假的民主制的背景，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政治国家与物质国家的分离。
因此，历史的任务，就是要使政治国家返回实在世界。
人民由他人来代表的状态要回归于人民自己来代表自己的状态。
　　二、过渡时期的民主代议制　　在资本主义的民主共和国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形式的背景下
，如何才能走向真正的民主制呢？
在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变成为统
治阶级，争得民主。
④从前述的马克思关于民主制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民主，并不是指理想意义
上的民主，而只是为通向理想意义上的民主提供了可能性。
因为无产阶级在这个时候所争得的民主，还只是政治国家中的民主。
争得这种民主的目的，是为了创造让政治国家返回物质世界，让政治国家在真正的民主制中走向消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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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中国制度研究丛书，由《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研究》、《新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研究》、《新中
国政党制度研究》、《新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研究》和《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研究*组成，由赵晓雷、
刘建军、林尚立、卢汉龙和蒯大申领衔撰写。
本丛书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力求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社会管理体制、文化管理体制的形成和
发展过程；力求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这些制度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经验和理论创新；力求体
现我们党多年来关于上述我国社会主义重大制度建设的思想、观点和论断；力求反映上述我国社会主
义重大制度对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人民生活的重大作用。
全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力求理论性与实证性结合，既有理论概括又有历史概述，
努力做到事实准确、观点鲜明、逻辑严谨、文笔生动、富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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