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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民主研究的发展脉络、
核心议题与反思展望

——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相关文献的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

张  昕  张喜红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民主研究与国家建设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密切相关，其研究重点的转向与

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代际交替存在较为明显的契合，同时与党和国家重要会议的召开关联紧密，其核心议题

也随着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时代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人民民主研究体系包括理论内涵、制度体系和政治

实践三个层面，其中理论内涵是人民民主研究的基础范畴，制度体系是人民民主研究的核心内容，政治实践

则是人民民主研究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三个层面的理论研究相互支撑，共同构筑了人民民主研究的框架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民主研究与民主政治实践相辅相成，互为促进，未来相关研究也应立足中国国情和民主

政治建设的现实需求，着眼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健全完善，聚焦人民民主的“全过程”性，探讨人民民

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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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进程，提出了“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为

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a等关于民主的重要论断，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为改革

开放的重要任务。随着改革开放恢复重建的中国政治学一开始就面临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课题，人民民

主逐渐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瞩目成就，人民民主研究也

相应地不断丰富和完善。随着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提出，当下人民民主理论研究也迈向了新高度。全

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民主发展的新阶段和新提法，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研究离不开对人民民主的理论溯

源。目前国内关于人民民主研究的文献数量虽较为丰富，而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对其进行文献检视的成果

则明显不足。本文借助 CiteSpace 软件对国内人民民主研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旨在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

其发展脉络的演变，以期把握人民民主研究的核心议题，明晰未来研究走向。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共享发展理念的政治逻辑与责任机制研究”（项目号：18BZZ008）的阶

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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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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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民主研究的发展脉络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人民民主研究的文献数量整体而言非常丰富。通过对文献数量的年份梳理和研究

议题的内容分析，可以发现人民民主研究与国家建设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密切相关，其研究内容和议

题也随着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时代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一）人民民主研究的文献总体检视

有学者对 21 世纪以来的国内人民民主相关研究进行文献述评，但由于文献选择的时间跨度相对较短，

未能对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民主研究的全貌和阶段特征进行总体性把握。本文扩大文献检索的时间范畴，

借助 CiteSpace 软件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人民民主研究进行基于关键词的知识图谱分析，力图更为详尽地

呈现各个阶段的研究主题，更为全面地分析人民民主研究的内容框架。本文所选取的文献样本均来自中

国知网文献检索网站，并经过了两次文献筛检：首先以“人民民主”作为关键词在知网进行精确搜索，

时间范围为 1979—2022 年，期刊的来源类别不限，检索时间为 2022 年 3 月 25 日，共得到 2524 篇中文

学术期刊；然后对初检文献进行二次筛查，即过滤掉内容重复、主题无关、书评文摘、论点摘编、新闻

讲话等文章，最终确定出 2333 篇有效文献作为本文的分析样本。

文献数量的年度分布图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人民民主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基本态势。改革开放以来党

和国家历经四代领导集体，从文献数量的整体变化及年度波动情况（见图 1），可以看出人民民主研究的

热度转变与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代际交替存在较为明显的契合，同时与党和国家重要政治事件特别是党

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关联紧密。由此，可以按照上述四个时期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民民主研究进行阶

段划分。国内人民民主研究在四个阶段的文献数量分别为 68 篇、237 篇、1128 篇以及 900 篇，年度新增

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具体而言，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文献数量年度间波动较大，且每个阶段都出现

了两处较为明显的峰值。在第三阶段，两次研究峰值分别出现在 2003 年和 2008 年。结合历史背景来看，

2003 年的文献激增与 2002 年党的十六大围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党内民主所做出的决定密切相关；2008
年的研究峰值则对应 2007 年党的十七大的召开，其研究主要围绕“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a和“以

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b这两个主题展开。在第四阶段，两次研究峰值分别出现于 2013年和 2021年。

2013 年的研究热潮直接源自 2012 年党的十八大的召开，会议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论断使得相关研

究迅速增多；2021 年的研究议题多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相关，其研究热潮源于 2019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上海考察时提出的“全过程的民主”，始于 2021 年 7 月“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正式提出。

图 1  国内人民民主研究领域文献数量的年度分布

a 《胡锦涛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634 页。

b　《胡锦涛文选》（第 2 卷），第 6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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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民民主研究的阶段性特点

借助 CiteSpace 软件对上述四个阶段进行文献检视和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可以发现人民民主研究

在各个阶段的主题重点不尽相同，同时呈现出一些阶段性特征。图 2 是人民民主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中关键词的字体越大则该词的出现频次越高。总体而言，国内人民民主研究的主题越来越多元，此外

关键词共现图谱较为直观地呈现了各个阶段的高频关键词及热点议题，明确体现出人民民主研究重点的

阶段性转变。

图 2  国内人民民主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第一阶段人民民主研究的高频关键词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民主化、对敌专政等。此阶段的研究

内容主要着眼于如何正确看待和系统阐释“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概念，探讨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思想，

辨析民主与专政、民主与法制的关系。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民主与法制问题的重要论断引发了

研究热潮，学界也逐渐开始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当时一个共识性看法

是“拿我国民主的现状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相比，还是很不适应的”a，因此这一阶段人民民主研究特别

注重民主政治建设的现实需要，学者们普遍认为应该加强党的领导，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同时

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即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 b，具体涉及机构、制度、人员、决策等要素。此

外，学界还围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展开了多维度探讨，认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存在和发展受外在矛盾、内

在矛盾以及基本条件的影响和制约 c，民主建设具有渐进性、阶段性、层次性等特点 d。因而，社会主义

民主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加快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整体而言，

这一阶段的文献研究注重对人民民主进行理论探讨和概念辨析，同时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面临的现实问

题进行实践层面的理论构想。

第二阶段人民民主研究的高频关键词有依法治国、法律化、党内民主等。从 1990 年开始，相关研究

主要是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主思想和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探讨社会主义民主的优

越性，深化人民民主理论认知。1997 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由此引发了民主与法治

关系的研究热潮。学者们着力梳理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对于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承袭和发展，同时重

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论证，即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方向引领，依法治国是党领导方式改进的

重要体现。e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

员会组织法》相继施行，基层民主逐步走向规范化法制化，也逐渐成为政治学研究的热点话题。相比城

市居民自治，学者们在这一阶段更多关注农村基层民主，聚焦于村务公开、村民代表会议以及村委会选

举中的基层民主实践。2001 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指出要“通过发展党内民主，

a　沈林：《民主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甘肃社会科学》1979 年第 2 期。

b　黄宗良：《政治体制改革的几个理论问题》，《国际政治研究》1987 年第 1 期。

c　潘峰：《社会主义民主过程论》，《理论探索》1989 年第 1 期。

d　马郑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几个特点》，《新疆社会科学》1988 年第 3 期。

e　高全仁：《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党建研究》199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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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a，学界开始重视党内民主研究的重要性，探索党内民主的发展路径；在党内

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关系方面，学者们区分了二者的概念性质并初步探讨了内在关联，即党内民主与人民

民主相互影响相互带动，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实现具有关键性示范作用，人民民主反过来也会推动党

内民主的发展。

第三阶段人民民主研究的高频关键词主要有民主政治、政治文明、基层民主、协商民主等。2002 年，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b，学界逐渐开始了对于政治

文明的研究，且多认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要以人民民主为核心，同时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

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此外，报告关于党内民主的重要论述再次引起学界关注，大大深化了前一阶段对于

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互动关系的理论探究。2006 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总结了

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即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此后协商民主的相关研究开始出现，其内容多是探

讨协商民主的政治优势以及政治协商的民主价值。学者们还探讨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互动性，认为只

有充分发挥好两种民主形式的优越性，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能健康良性运转。2007 年，党的十七

大首次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并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起构成了人民民主的基本制度体系，确立了国家形态的

间接民主与社会形态的直接民主相结合的双层政治架构 c，国内基础民主研究自此走向了新高度。

第四阶段人民民主研究的高频关键词主要有国家治理、全过程、民生实事等。2012 年，党的十八大

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以及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同时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

重要形式”d，协商民主尤其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研究热潮由此开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民主政治建设，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提出了系列重要论断，指引并推动了人民民主研究的

创新与发展。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e这一重大命

题，学界开始将人民民主置于国家治理的视野下进行研究，探讨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人民民主的契合关系。

2019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f，全过程（人民）民主因而成为近

两年的研究热点。学界召开系列会议以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体系，相关研究多围绕制度优势

及治理实践等展开，也更加重视公民进行政治参与的环节，即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

民主监督。此外，也有研究对新时代人民民主话语进行历史维度的梳理与思考。g

从以上四个阶段的文献梳理可以看出，人民民主研究从注重宏观层面的理论探讨到强调中观层面的

制度构建再到聚焦于微观层面的民主实践，主题越来越多元，也越来越贴近人民民主的现实运作。

二、人民民主研究的核心议题

借助 CiteSpace 软件的关键词聚类分析功能，根据主题相近及内容相关性原则对聚类名称进行初步的

领域划分，同时参考相关文献的人民民主理论框架对聚类分析结果进行补充调整，最终将人民民主的研

究主题归纳为理论内涵、制度体系以及政治实践三个层面（见下页表 1）。

（一）人民民主的理论内涵

理论内涵是人民民主研究的基础范畴，也是人民民主研究创新与发展的基本前提。毛泽东把马克思

a　《江泽民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88 页。

b　《江泽民文选》（第 3 卷），第 553 页。

c　徐勇：《基层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程——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基层民主的发展》，《学习与探索》2008
年第 4 期。

d　《胡锦涛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633 页。

e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512 页。

f　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年，第 303 页。

g 参见彭冲、王炳权：《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话语结构的流变》，《探索》2022 年第 2 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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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了

人民民主专政思想。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人民民主理论内涵的探讨是多维度的：第一，人民民主的价值

内核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就是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这一价值

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产物，也融合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民为国之本；同时，民为国之主。

古代中国，只强调前者；现代中国，则强调两者，并力图将其有机结合。为此，创立了人民民主。”a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b。这一提法有力彰显了

人民的权力主体地位，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权力由人民赋予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c第二，人民当家作主是

人民民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民主主要解决两大问题即“何谓人民”和“人民如何当家作主”，前者对

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起决定性作用，后者则是决定民主实现程度的主要因素。d在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充

分体现了国家权力为全体人民所共有，鼓励人民以各种途径和形式依法有序地参与国家治理，切实保障

人民民主权利，继而将民主的价值、民主的过程、民主的绩效以及民主的发展道路有机统一于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进程中。e第三，发展人民民主离不开法治保障。法治作为民主规范化与制度化的表现形式，

既是民主的现实保障又是民主的内在要求，健全法治保障是推动人民民主发展的重要前提。人民民主与

法治建设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二者有机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实践。因此我国要大力

推动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确保制度民主、程序民主、法治民主目标的尽快实现。f第四，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生命。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人民民主的政治价值，将人民民主视作社会主义的生命及

共产党的伟大旗帜，“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g。

人民民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态，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治国理政的核心价

值取向，学界也普遍认同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根本特征，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目标和力

量之源。

表 1  国内人民民主研究的主题分类

核心议题 研究领域 关键词

理论内涵
概念辨析 民主、法治、专政、法制

价值定位 社会主义、中国特色

制度体系
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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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保障机制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政治实践

运作形态 党内民主、基层民主、协商民主、选举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

国家治理 现代化、治国理政、民生实事

政治参与 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二）人民民主的制度体系

制度体系是人民民主研究的核心内容，旨在为人民民主的实现提供制度架构与机制保障。因此，社

会主义民主的发展离不开政治制度的完善与保障，制度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亦即人民民主。人民民主制度

体系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三点展开：第一，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主要构成要素。人民民主制度体系

主要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

a　林尚立：《民主与民生：人民民主的中国逻辑》，《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1 期。

b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 55 页。

c　肖贵清、田桥：《人民主体地位：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理念》，《思想理论教育》2016 年第 12 期。

d　王宗礼：《论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甘肃社会科学》2008 年第 1 期。

e　唐亚林：《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红旗文稿》2020 年第 13 期。

f　何增科：《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政治学研究》2015 年第 2 期。

g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 55 页。



2022年第 4期

23

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三项基本政治制度构成。其中学界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

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关注度较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兼顾了民主决

策的质量和效率，是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载体；此外，人大代表比例结构的不

断调整，也包容了不同阶层行业、不同地域民族的多元利益诉求，最大限度地凝聚众意，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政党制度与民主制度的结合 a，其政治协商

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民主参与制度，也是协商民主的重要体现；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则是广大人民群众直接

进行政治参与、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制度保障，是基层民主的主要体现。第二，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各要

素间的相互关系。一方面，人民民主制度体系有着内在统一性。各项民主制度均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

根基，在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方面互相支撑协调并举；同时，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遵循，以维护人

民群众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b另一方面，人民民主制度体系除了包含一项根本政治制度和三项基本政治

制度，还包含人民信访制度、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重要制度 c，以及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人大代表票决制、

舆论监督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多项具体制度，体现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与具体制度的复

杂辩证关系。根本制度居于宏观层次，对制度体系建设起决定性作用；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居于中观层次，

对制度体系建设起支撑性作用；具体制度居于微观层次，是制度体系建设的基础。d这四种制度共同构筑

起人民民主制度体系框架，各层次的制度要素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共同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顺利实现。

第三，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内在运行逻辑与保障机制，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

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的本质属性和发展方向才能得到坚强保障；坚持人民当家作主、鼓励人民

群众以各种形式进行政治参与，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健康蓬勃发展；坚持依法治国、规范国家权力的行使，

人民群众才能依法享有和行使各项民主权利。只有坚持三者的有机统一，党和国家政策方针的制定才能

充分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意志，同时以社会主义法治的形式加以确定，继而在党的领导下真正将人民

民主这一政治理想依法有序地转化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治理实践。

（三）人民民主的政治实践

政治实践是人民民主研究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涵盖了民主运作的不同形态、国家层面的民主治理以

及社会层面的民主参与，相关研究也围绕这三个方面展开。第一，人民民主运作形态及关系探究。一是

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关系研究。学者们普遍认同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是双向良性互动关系，二者相辅

相成、相互促进。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和执政党，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挥党内民主，公共政策

的制定与执行才会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民主才能得到充分实现；同样地，人民民主的发

展完善也会使得公众对政治参与的要求不断提升，继而倒逼党内民主的规范与进步。二是选举民主与协

商民主的关系研究。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大形态，分别对应民主的两个本源性

问题，即公权力的授权和公共政策的选择 e；只有两种民主形态相互配合良性互动，公权力的行使才不会

脱离人民群众的控制，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施行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元的利益诉求。近年来学界更

加重视协商民主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甚至有学者认为协商民主是对选举民主的

超越，是民主发展的更高形态。f三是基层民主的相关研究。基层民主是广大基层群众有序参与政治生活

的民主形式，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广泛、最基础的群众实践，也是社会治理层面直接民主的重要体现。

中国基层民主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基层社会到基层政权、从民主选举到民主治理的多维变化，在国

a　程竹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本理论问题思考》，《政治学研究》2011 年第 2 期。

b　赵永红：《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由来、构成、优势与发展》，《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 3期。

c　徐勇、赵双龙：《单一制与中国的民主结构形式》，《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2 期。

d　齐卫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框架建构和结构层次——兼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关系》，《思

想理论教育》2020 年第 3 期。

e　程竹汝：《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之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1 年第 6 期。

f　马德普：《协商民主是选举民主的补充吗》，《政治学研究》2014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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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治理中的作用日益显著。a第二，全过程人民民主环节与机制的研究。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民主的价

值与制度框架在操作层面的具体运用 b，是对党内民主、基层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等不同民主形态

的优化整合，是集纵向维度的代议民主与横向维度的直接民主为一体的民主形态，呈现了纵横交织的民

主政治结构。c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只有在人大履职实践中不断保障人

民当家作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才可能真正实现。在人大履职实践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策链条包括议

题设定、政策方案形成、政策实施反馈和监督三大阶段 d，充分涵盖了决策前、中、后诸环节，反映了完

整的政策链条，构成了民主运作闭环 e，继而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有

机统一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始终。第三，人民民主与国家治理的关联。在国家建设层面，人民民主集中

体现为国家治理，二者相互融合共同发展。推动和实现人民民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

有之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内在包含着人民民主的要求和目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本质上也是人民民

主的实现过程。f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应始终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忧民之所忧、解民之所需；

同时，保持忧患意识，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成分，汲取历史发展的宝贵经验和智慧，确保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先进性和优越性。

三、人民民主研究的反思展望

回顾人民民主研究的发展历程及核心议题，可以看到人民民主研究的主题更加多维、方法更加多元，

理论体系也不断健全。此外，在反思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把握人民民主的发展方向和研究趋势，将有助于

提升人民民主研究的质量与水平、构建更加完善的人民民主理论体系，继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建设的不断发展。

（一）人民民主研究的总体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人民民主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框架体系，尤为重要的是，人

民民主理论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践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具体来看，人民民主研究

的数量变化与党和国家重要会议的召开以及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有一定关联，研究主题也与民主政治建

设的实际需求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亟待规范化与法制化，这一时期的相关研

究高度重视人民民主法制建设，关注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20 世纪 90
年代，受国内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的国际影响，党和国家强调要坚守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不动摇 g，学

界也开始反思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属性，肯定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优越性，同时强调中国共产党对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领导。进入 21 世纪以后，随着“三统一”“四制度”等民主体系的逐步完善，人民

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不断健全，人民民主理论也趋于成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人民民

主的治理效果，强调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先后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重要论断，继而使相关研究成为人民民主领域的热点议题。简言之，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民主研究力图

回答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不断拓展研究领域、丰富研究方法，有力推动了人

民民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完善与发展，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较为

可靠的理论与智力支持。

同时，国内人民民主研究仍存在一定不足。如人民民主理论研究落后于政治实践。人民民主理论研

a　黄卫平：《中国基层民主发展 40 年》，《社会科学研究》2018 年第 6 期。

b　唐亚林：《“全过程民主”：运作形态与实现机制》，《江淮论坛》2021 年第 1 期。

c　徐勇、赵双龙：《单一制与中国的民主结构形式》。

d　程竹汝：《人大制度内涵的充分展现构成全过程民主的实践基础》，《探索与争鸣》2020 年第 12 期。

e　张贤明：《全过程民主的责任政治逻辑》，《探索与争鸣》2020 年第 12 期。

f　王浦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思想论析》，《政治学研究》2018 年第 3 期。

g　李俊：《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主理论：历程、议题及趋势》，《政治学研究》2020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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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尽管面向了民主政治建设的现实需要，但也存在政策号召先行、理论研究滞后的现象，一些研究不同

程度地停留在政策号召和价值倡导层面，“宣传阐释性成果要多于研究性成果，文件政策等一般性材料

的使用要多于专业性的理论和经验资源”a，对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推动作用有限。又如，研

究方法存在一定欠缺。人民民主研究既要有价值层面的理论探讨，更要有工具层面的治理实践探究，然

而现有文献仍以规范性研究居多，实证分析和定量分析运用较少，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推动人民民主从

政治理想到治理效能的有效转化，也难以很好地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此外，既有研究还或

多或少地存在离开中国国情，以西方民主理论评判中国人民民主发展的问题。

（二）人民民主研究的未来发展

人民民主的理论研究与民主政治建设相互依存、融合并进，民主政治建设的顺利推进离不开人民民

主理论研究的支撑和指引。因此，人民民主研究的未来发展，应着重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加强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的高

度肯定和全新概括，对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推动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囿于民主发展的时代局限和

阶段任务，学界之前的研究更多关注党内民主、协商民主、基层民主等单个的民主形态，而习近平总书

记所提倡的全过程民主是相对于非全过程民主而言的 b，兼顾了民主主体的广泛性、民主生活的全域性、

民主过程的持续性、民主流程的闭合性以及民主方式的多元性，新时代中国人民民主的建设重点正逐渐

从强调民主发展的先后次序转向追求民主的全覆盖、全方位、全过程，努力关注国家治理的各大领域、

各种阶层、各个方面、各项环节。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是对当下中国式民主的形象概括，又是对民主发展

的未来期许。未来有关人民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探究一定会更加聚焦于人民民主的“全过程”性，围绕全

过程人民民主进行制度体系的建构与治理实践的反思，不断探索覆盖全体人民、涵盖民生全域、强调参

与式治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道路。

二是将人民民主研究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深度融合。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价值遵

循，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未来人民民主研究需要更加聚焦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

代化，重视人民民主与国家治理的有机统一，实现人民民主研究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的深度融合。人

民民主的实现离不开人民当家作主的支持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则必须切实有效地贯穿到党治国理政的

各个领域。无论是党和国家机关各方面各层级的工作，还是人民群众对自身利益的追求，社会主义各项

事业的建设均离不开对人民民主价值理念的根本遵循。总之，人民民主研究“既要关注治国理政的‘大

问题’，又要着眼于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所关心的‘小问题’”c，国家治理必须以人民群众的实际需

求为依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民生诉求和民主权利。事实上，“民生实事”也正是当前阶段人民民主

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的热点议题。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各个环节均是围绕解决民生问

题展开的，民生议题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目标导引。d

三是强化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研究。“政治制度对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e，

以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人民民主研究必然的路径

遵循。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涵盖一项根本制度、三项基本制度以及多项重要制度和具体制度，由此构

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框架。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统领，以三项

基本政治制度和人民信访制度、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重要制度为支撑，同时以一系列具体制度作为制度

执行的补充。国内人民民主的未来研究需要立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要求和本质属性，着眼于人民

a　陈家刚、曲政：《全过程人民民主：时代价值、制度基础与实践空间》，《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2 年第 1 期。

b　桑玉成：《拓展全过程民主的发展空间》，《探索与争鸣》2020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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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研究制度体系的构成要素和不同制度要素的衔接与配合，

推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有效倾听人民声音、遵循人民意志、回应人民诉求，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

途径和形式参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把人民当家作主真正落到实处。

四是增强人民民主研究的国情意识与现实针对性。人民民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时代产物，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不可否认，西方政治学研究有其特色与先进的

一面，学界的确要学会批判性借鉴，但任何企图用西方的民主概念和理论嫁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阐释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路都是行不通的。人民民主研究应立足中国国情，探索适宜本国土壤的民主发

展道路，切实将人民民主原则落实到政治实践中。“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

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a，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不断回应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兼顾人民民主的

广泛性、真实性和实用性。在此意义上，人民民主研究绝不能仅停留在理念与口号上，而要努力增强研

究的现实针对性与实践指导性。未来相关研究应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现实需求，强

化民主理论研究的国情意识和问题意识，重视人民民主理论研究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引导性，推动人

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现实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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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esearch on people’s democracy has bee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actual needs of national construction. The shift of its research themes is obviously 
consistent with the inter-generational alternation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s collective leadership. It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vening of important Party and state conferences. Its core issues have also shown phased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democratic political construction. There are three levels within 
the research system of people’s democracy: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institutional system and political practice. As 
for research on people’s democracy,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is its basic category, institutional system is its core 
content, and political practice is its entry point and focus.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es of the three levels support 
each other and jointly build a framework system of research on people’s democrac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esearch on people’s democracy and the practice of democratic politics have complemented and promoted 
each other. In the long run, the relevant research should also focus on actual conditions and needs of democratic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It needs to perfect the systems and institutions that ensure that the people are the 
masters of the country, focus on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and explor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people’s 
democracy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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