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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二十大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

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性。全过程人民民主建立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哲学基础上。唯物史观社会

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确立了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政党与人民群众在实践统一体中紧密联

系，共同进行创造历史的伟大事业，实践决定认识原理通过党的群众路线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哲学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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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是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根本内容。全

过程人民民主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性。党的二十

大报告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

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1］37 唯物史观和马克思

主义实践观为人民主体地位和人民当家作主奠定

了哲学基础。

一、唯物史观确立了人民群众历史创造者的

主体地位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就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

的根本力量。”［2］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原理说明，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性力量，具

有历史主体地位。

第一，人民群众在社会存在中创造社会物质财

富。社会存在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或物质方面，

包括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和生产方式。地理环境不

是外在于人的自然界，而是与人密切结合着的。马

克思说:“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

分割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3］335人与自

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交换，人从自然界中获得物质生

活资料，通过劳动把自己的本质凝结在劳动产品

中，使自然界打上人的活动的烙印。人与自然界相

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贯通，人与自然界进行双向

互化。自然界作为地理环境构成生产劳动的对象、

环境和条件。人口因素包括人口的数量、质量和结

构，人在根本上是从事物质交往的人，是由“现实

中的个人”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人不能孤立存

在，要与自然界进化双向互化，要与他人进行交往。

人不是旧哲学家头脑中抽象的人，而是“现实中的

个人”即从事物质交往尤其是生产劳动的人。生

产方式构成社会存在的根本内容。地理环境、人口

因素都不能单独存在，而是在生产方式中结合为一

个有机整体，人与自然界在生产方式中进行双向互

化。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体，人在

生产力中构成劳动者，在生产关系中结合起来构成

人民群众的主要组成部分。生产活动即劳动是理

解人类历史发展的钥匙。马克思说: “整个所谓世

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

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

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

证明。”［3］310人类历史发展依赖人民群众的劳动，人

民群众在劳动中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生产方式作

为社会存在的根本内容凸显了劳动的先在性，劳动

先在性设定了以劳动者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人民群

众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

第二，人民群众通过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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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创造精神财富。人是社会的人，人的意识是社会

意识，意识是“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和“宗教的

人”所具有的意识。“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

活决定意识”［4］152，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

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等社会意识最终都

被社会存在或“生活”所决定。社会意识凝结为社

会精神财富，人民群众是社会存在中的主体因素，

因此构成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社会意识工作

是对社会存在或人民“生活”进行总结和提炼，尽

管社会意识工作也是创造历史的活动，但相对于社

会存在或人民“生活”而言，这种工作是第二位的。

马克思从“现实中的个人”，从“生活”或社会存在

出发从事哲学研究工作，而不是像青年黑格尔派一

样从“意识”出发。正是由于从“生活”出发，马克

思开辟了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的道路，使世界

不再独立于哲学之外，哲学从天上回归人间、回归

“生活”。回归“生活”亦即回归社会存在，回归人

民群众所从事的实践。因此，承认社会存在对社会

意识的决定作用，也就承认了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

财富的创造者。

第三，人民群众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成为推

动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的统一体，是社会存在的根本内容。社会基

本矛盾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

层建筑的矛盾通过复杂运动构成社会发展的基本

机理。矛盾运动的基本模式来自社会存在与社会

意识的辩证关系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

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里社会存在

与社会意识的界限不是机械的，且两者往往结合一

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体是生产方式，经济

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是社会形态。生产力有

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个要素，其中劳动

者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因此生产力本身也是物质

与意识的统一体，而非纯粹的物质形态。同样，生

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同时具有物质和意

识两个维度，不存在抽象的纯粹的物质或意识。生

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

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就人而言，这种

决定作用是说生产力中的劳动者即人民群众决定

上层建筑中的精英，因而人民群众的意愿构成创造

历史的能动性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政党把群众

意愿提炼加工成理论，进而用理论指导实践，反作

用于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指导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在社会基本矛盾的复杂运动中，人民群众构成推动

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

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

大。”［5］毛泽东说: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

历史的动力。”［6］唯物史观也称群众史观，强调人

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发展全过程人民民

主正是这一哲学立场的现实展开。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提升了人民创造历史的

自觉程度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理

论根据在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创造

历史有自发创造和自觉创造两个层面，在马克思主

义和马克思主义政党产生之前，人民群众自发创造

历史，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尤其是有了马克

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实践由自

发上升到自觉。人民群众明确认识到自己创造历

史的目的、方向和过程，更加自觉地实现当家作主

的权利。马克思基于实践概念，摆脱了旧哲学抽象

思辨的窠臼，使理论和实践、哲学头脑和无产阶级

心脏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和人民当

家作主在实践中统一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通过物质生产实

践、社会政治实践和科学文化实践，自觉创造社会

物质财富和社会精神财富，推动社会发展。只有在

实践中，党才能作为人民的组成部分实际地参与创

造历史的活动，才能引导人民充分发挥积极性和主

动性，并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第一，只有在“革命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政

党和人民群众才能保持血肉联系。马克思说: “关

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

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

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

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4］134 人既是“教育者”

也“是受教育的”，人作为“教育者”构成主体，作为

“受教育”者则属于客体，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在抽

象思辨中无法得到解决，解决的契机在于实践。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

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4］134 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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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客体、“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人与环境在“革

命的实践”中有机统一。统一体内蕴人的主体性，

主体性既属于“教育者”又属于“受教育”者。在资

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凌驾于社会之上”，把自己

看作“教育者”，却把人民归入与自己对立的客体。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教育者”，人民群众是“受教

育”者，两者在“革命的实践”中有机结合，党决不

能“凌驾于社会之上”，决不能脱离群众。党群结

合不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中“水”与“舟”互为

外在的结合，而是“水”与“水”即人民群众中先进

分子与多数成员之间的关系。列宁强调党要吸收

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组成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并通

过无产阶级与全体被剥削群众联系起来。

第二，只有以实践为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主

义政党才能带领人民自觉创造历史。党与人民在

实践中紧密结合，党的一切工作都要以实践为出发

点和归宿。一方面，党要掌握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

以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然要把实践而非意识设

定为出发点。马克思说: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

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

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

合理的解决。”［4］135-136 过去的实践是世界如此面貌

的原因，未来世界的面貌则取决于今天的实践。马

克思主义政党要防范从主观意识出发的危险，倘若

只去思辨“生活”与“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的关系而不充分关注现实生活，就可能陷入主观主

义。消除危险的法宝在于把实践设定为出发点，坚

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持调查研究。中国共产党

很早就重视调查研究，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

发言权的论断，习近平重申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

风。另一方面，党要把实践设定为归宿，亦即把作

为实践主体的人民设定为目的，把“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作为党全部奋斗的目标。

第三，只有在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政党才能引

导人民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并保障人民当家作

主。马克思说，“对对象、现实、感性”进行理解时，

不要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要“把它

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要“从

主体方面去理解”［4］133。首先，要把人民理解为实

践主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视人民的作用从而

遮蔽了这种主体性，马克思的工作正是解除遮蔽，

通过哲学唤醒无产阶级，使他们自觉意识到自己的

主体地位，只有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才可能充

分发挥主体能动性，实现当家作主。其次，要把

“对象”理解为人民正在创造的 社 会 历 史 本 身。
“对象”不能止于被加工改造的物质客体，实践客

体与实践主体有机结合并相互作用，其中的主体能

动性不能被忽略，否则实践将无法继续展开自身。

最后，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的途径是在党

的领导下通过实践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变成“物

质力量”。“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

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但是理论一

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9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不断唤醒人民群众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从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当家作主。

在人民创造历史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作用在于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让人民的行动由

自发转为自觉，充分发挥创造历史的能动性，实现

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

命、建设和改革，不是出于党自身的理由，而是对人

民群众现状和意愿的总结、凝练和升华，形成理论

方针政策，进而指导人民进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是人民的事业，党的领导是顺应人民意

愿，小心剔除阻碍历史发展的若干因素。因此，我

们必须时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清醒把握人民群众

所行所思所愿，小的偏差会造成小的损失，大的偏

差会造成大的损失。“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绝非

虚言，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的具体行动。

三、实践决定认识原理开辟了人民当家作主的

现实道路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

障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基础和根本途径，党的群众

路线与认识运动规律内在一致。《中国共产党章

程》规定:“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

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7］理

论是认识结果，要保障认识的正确性就要遵循认识

运动的规律。认识是从实践上升到认识，认识再回

到实践，然后不断反复、无限循环的过程，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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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毛泽东说:“实践、

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

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

的程度。”［8］“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与群众路

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相一致。“群众路线

是‘实践—认识—实践’这一认识公式的体现; 从

辩证法角度说，群众路线则是‘个别—一般—个

别’这一辩证运动的反映。群众路线所内蕴的‘群

众—领导—群众’的过程和结构同它们之间具有

对应关系和同构关系。”［9］

人民当家作主离不开党的理论的指导，党的理

论离不开人民的实践，实践决定认识原理打通了党

的理论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要道。“人民性是马克

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

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

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

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

的。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

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

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

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1］19 实践决定认识有

四种表现: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的发展

动力、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

唯一标准。党的正确主张体现认识结果，人民群众

是创造历史的实践主体，四种表现为党的群众路线

提供了理论机制，为人民当家作主开辟了现实道路。

第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党的理论和正确主

张都要“从群众中来”。党发展理论、制定政策不

是抽象意识的自我运动。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来源

于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随着生产力、生产关

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资本主义取代

封建主义，社会迅速分化为资本家和工人两大阶

级。资本主义一方面创造大量物质财富，另一方面

造成无产阶级极端贫困。无产阶级一方面从事物

质生产实践，另一方面从事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

治实践，实践召唤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积极

进行理论研究，创立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指导

工人运动。党的理论方针政策都来自人民群众的

实践活动，单纯从理论到理论的做法产生的只能是

教条主义。为保持认识来源的畅通，党必然强调调

查研究，强调到群众中去，虚心听取群众的建议

意见。

党的理论和正确主张“从群众中来”，同时党

的执政权力来自人民群众。毛泽东说: “我们的权

力是谁给的? 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

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

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

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10］由于党的权力来

自人民，党必须自觉接受来自人民的监督，这是人民

当家作主的一条具体途径。1945 年，黄炎培在延安

向毛泽东提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

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

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答: 我们已经找到

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

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1］。

第二，实践是认识的发展动力，党的理论和正

确主张的获得和实施都要依靠群众，党的一切工作

最终都要依靠群众。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人民群众

的实践为发展动力，人民群众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

下进行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政党

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行理论创新的强大动力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党发展理论、制定政策要依靠人民群众，党的

一切工作都要依靠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一切

依靠群众是中国共产党不竭的力量源泉，是领导人

民不断战胜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原因。邓

小平指出: “只要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地做工

作，把道理向群众讲清楚，就能得到群众的同情和

谅解，再大的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12］中国共产

党的最大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最大的危险是脱离

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推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现

实需要。

第三，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实践之于认识具有

优先性，党坚持“一切为了群众”。“哲学家们只是

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136

马克思主义把“改变世界”即实践看作自己的历史

使命。在“改变世界”时，“解释世界”不再具有独

立的目的性，它至多是“改变世界”的一个环节，这

时认识的目的、内容和方式都受制于实践。实践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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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于认识，两者不能并列，认识不能高于实践，更不

能把解释世界设定为唯一目的，否则会出现悖论，

为获得客观的精确的认识，必须保持认识对象不被

“改变”，这与实践必然要“改变”对象构成悖论。

实践具有优先性，认识为实践服务; 人民群众

作为实践主体具有目的上的优先性，党的理论为人

民服务。其实，不仅党的理论为人民服务，党的一

切工作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共产党

的根本宗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

作主，既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具体体现，又是党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现实过程。

第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的理论

方针政策需要“到群众中去”，在群众实践中接受

检验并得到发展。人的认识是否正确，不取决于主

观臆断，而取决于实践，否则会退回旧哲学从意识

出发的抽象做法。马克思说: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

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

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4］134 党的理论创新是“思

维”过程，“思维”的“真理性”是人民在实践中创造

历史以证明“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因此，

党在理论创新中必须以保证人民创造历史的“真

理性”为标准。
“真理性”的检验必然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完

成，判断党的理论方针政策是否正确，作为实践主

体的群众最有发言权。毛泽东说，“我们任何一项

政策的正确性都必须由群众来检验”［13］。由实践

和“群众来检验”理论的真理性，不是主观与客观

是否一致的简单对照，而是通过调查研究来考察这

种理论是否建立在实践基础上、是否体现人民意

愿、是否在促进人民主体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人民

的实践是证明党的理论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党领导

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是证明党的理论的真理性的

当代实践。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理论，构成人民当

家作主的一种实现方式。

四、结语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是我

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内容。“我们要

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

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

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

治局面。”［1］37厘清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哲学基础，坚

持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坚持党的群众路

线，是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扩大人民有序

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各项权利的重要基础

和现实路径。

参考文献:

［1］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2］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 21．

［3］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 ［M］． 北

京: 人民出版社，2002．

［4］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M］． 北

京: 人民出版社，2012．

［5］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M］． 北

京: 人民出版社，2009: 287．

［6］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031．

［7］中国共产党章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22: 23-24．

［8］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296-297．

［9］何中华． 关于党的群众路线的几点思考［J］． 理论学刊，

2013( 9) : 24-27．

［10］毛泽东．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 12 册［M］． 北京: 中

央文献出版社，1998: 581．

［11］黄炎培． 延安归来［M］． 北京: 国家行政管理出版社，

2021: 60-61．

［12］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229．

［13］毛泽东．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 下［M］． 北京: 中央文

献出版社，2003: 1726．

( 责任编辑: 雷 鸣)

·51·第 1 期 朱忠良: 论人民民主的哲学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