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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编著者姜志强。

《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学说中国化进程研究/当代浙学文库》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学说的阐释起步，
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学说中国化的含义进行了分析。
在此基础上展开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学说中国化进程的探讨。
集中探讨了四个问题：第一，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学说会在中国落脚扎根？
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学说中国化是怎样展开的？
第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学说中国化进程中进行了哪些理论探索？
第四，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学说中国化进程中取得了哪些实践进步及成果？
并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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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姜志强，山东青岛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浙江省政治学会
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主持、参与并完成省部级及其他纵向课题及项目多项，发表学术论文、独著专著及参编教材多篇／部
，获地市级以上社科优秀成果奖及其他学术奖励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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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中国第一个宪法草案出台后，毛泽东在其发表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
进一步深化了其宪法思想，其基本要点有：第一，关于宪法的概念。
毛泽东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
法。
”③第二，我国宪法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他认为，“我们这个宪法草案，主要是总结了我国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同时它也是本国经验和国
际经验的结合。
”他说，1912年孙中山领导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候是比较好的东西，带有革命性
和民主性。
当然，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
英国有不成文的宪法，美国1787年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近代性的成文宪法，继而法国1789年大革命时
期制定的几部宪法，等等。
这些宪法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但“我们的宪法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
我们的宪法，就是比他们革命时期的宪法也进步得多。
我们优越于他们”。
　　“我们的宪法有我们的民族特色，但也有国际性，是民族现象，也是国际现象”。
第三，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宪法的基本原则是“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
民主原则指政治上的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原则指经济上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
从总体上说，这部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宪法”，但当时我国尚处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
程中，所以又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
宪法的灵活性正是由此产生出来的。
例如，宪法既规定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地位，又规定私人经济的合法性；既规定共产党的领导，又规
定建立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合作；既规定公民的广泛民主自由权利，又承认这些权利受到物质条件的
限制；既规定法律的全国统一性，又规定各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制定符合本民族特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
条例。
宪法的这个特色正是这些情况的反映。
第四，搞宪法是搞科学。
毛泽东特地指出：“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些不适当的条文”。
“搞宪法是搞科学。
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
①第五，制定宪法的方法，“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领导和广大积极分子相结合的方法。
过去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今后也要如此。
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这个方法”。
　　2.对立法的认识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就重视对法律的研究，他认为，研究法律必须用马克
思主义作为指导。
1947年1月16日，毛泽东在致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陈瑾昆的信中强调：，“从新的观点出发研究法
律，甚为必要。
新民主主义法律，一方面，与社会主义法律相区别，另一方面，又与欧美日本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法
律相区别，请本此旨加以研究。
”同年11月18日，他对陈又指示：新的宪章的内容，应“以工农民主专政为基本原则（即拙作《新民
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所指的基本原则）。
”③毫无疑问，这里所说的“新的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观点，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情
况相结合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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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前夕，面对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认为，建立新法律首先必须破除旧的法律。
对于1949年行将灭亡的国民党政权坚持保存伪宪法和伪法统为其同中共谈判的先决条件，毛泽东主席
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他有针对性地提出，要“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
之后毛泽东发表声明：“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下制定和建立的一切法律、典章、政治制度、政治机
构、政治权力等均归无效，人民完全不能承认它们”，人民民主专政的来源“不是根据任何先前存在
的宪法和法律系统，不是根据任何先前存在的法统，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以工农联盟
为基础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大革命的胜利的结果”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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