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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民主集中制思想及其现实启迪①

郭红军
（贵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毛泽东的民主集中制思想主要内涵有：民主与集中的良性互动；把民主集中制定性为根本的组织制度与组
织原则；阐发民主集中制的功能是充分发挥党和国家各方面的积极性；践行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相

结合等方面。这些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启发我们在新时代进一步强化民主集中制，要不断扩大民主，维护中央权

威，当好领头人，推进制度建设，实现人民利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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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毛泽东非常重
视党的组织建设，对民主集中制提出了许多创见。

毛泽东不仅对其内涵进行了科学阐释，还对其性

质和功能、目标和要求、方法和要旨予以了富有新

意的详尽阐述。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的新时代，对毛泽东的民主集中制思想进行探

研，可以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重要的现实启迪。

一　毛泽东民主集中制思想的主要
内容

在几十年的领导生涯中，毛泽东对党的组织

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特别是对作为党的根本

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深入

思考，从而生成了内容广博的民主集中制思想。

（一）民主集中制的内涵：民主与集中的良性

互动

我们党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之下成立的。因

此，早在建党之际，我们党就贯彻了民主集中制的

组织原则。１９２７年６月，我们党的相关文献就提

出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即“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

主集中制”①。毛泽东同志，作为党的早期领导人

和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对民主集中制的

内涵予以了长期思考。

１９２９年，在总结家长制作风给党的事业带来
的严重后果时，毛泽东强调指出：要“厉行集中指

导下的民主生活”②。的确，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

内家长制作风直接导致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

命的失败，也给我们党带来了重大损失。因此，只

有在党内严格践行民主集中制，才能使我们党得

到健康发展。在１９３７年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根
据当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实际需要，对民主集

中制的内涵予以科学阐释。民主集中制“是民主

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

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③。１９４５年，在具
有继往开来意蕴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

对其内涵做了进一步阐释：民主集中制是“在民

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④。在这

一论述中，毛泽东强调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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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性互动，其实质就是既要增强党的集中统一

领导，又要发扬民主，进而充分发挥全党同志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对民主集中制内涵的这

一深刻阐释，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组织建

设规律的理性把握和灵活运用。

（二）民主集中制的性质：根本的组织制度与

组织原则

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与组

织原则。一方面，将民主集中制确立为党的根本

组织制度和组织原则，具有历史必然性。中国共

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之下创立的。而

“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

原则建立起来的”①。这就充分表明，我们党必须

接受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要求。同时，要使全党形

成共识，进而凝聚全党的力量，除了要求思想上的

集中统一，也必须要求政治上的集中统一。而民

主集中制，则为全党的集中统一提供了制度保障。

事实上，早在１９２８年的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指
出：“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使群众了解它是

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②１９３７年，
根据党内民主建设的实际，毛泽东重申：“依靠实

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③从论

述中不难看出，只有遵循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制度

和组织原则，我们党才能富有凝聚力，才能保障党

的各项目标和任务的如期实现。

另一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灵

活地把党的组织制度拓展到了国家政治生活领

域。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通过各种场

合，阐述了民主集中制政权建设的重要价值。

１９３７年，毛泽东直接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建政主
张。“这个政府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④“政府

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⑤１９４０年，毛泽东进
而指出：“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

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⑥１９４５年，毛泽东强调：
“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

制。”⑦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民主集中制成为国家

政权的组织原则与组织制度，便是水到渠成的事

情了。对于民主集中制在国家政权建设中的地

位，１９５４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予以了
确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⑧这

就告诉我们，民主集中制也同样是我们国家的根

本组织原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宪法对民主集

中制的这一规定，是同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对民主集中制的深刻认知密不可

分的。

（三）民主集中制的功能：充分发挥党和国家

各方面的积极性

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

织原则，除了历史的原因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于，民主集中制能够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

关于这一点，毛泽东进行了深刻论述。１９３７年，
他明确提出：“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

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⑨１９４８年，他再次指
出：“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

度团结。”瑏瑠在这一论述中，尽管没有直接使用积

极性之类的明显字眼，但“高度团结”这种表述方

式，潜在蕴含了调动积极性的意旨。道理很明了，

只有调动众人的积极性，才能达到高度团结的良

好局面。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对民主集中制的功

能予以了重申。１９６２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上，毛泽东对民主集中制的这一功能予以深入阐

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

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

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要认真实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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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集中制。”①在这一论述中，毛泽东以调动群众

积极性为例，对民主集中制的功能进行了详尽

阐述。

（四）民主集中制的目标：形成“六有”局面

民主集中制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形成良好

的政治局面，也就是毛泽东在 １９５７年提出，此后
又得到强调的“六有”局面。“我们的目标，是想

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

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

样一种政治局面。”②在这段话中，毛泽东运用娴

熟的辩证思维方式，对民主集中制的目标予以了

科学定位。

１９６２年，毛泽东重申：“要造成‘又有集中又
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

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

面’。”③在论述中，他把“六有”目标和民主集中

制联系了起来，再次表明了民主集中制和“六有”

目标之间的内在逻辑。事实告诉我们，无论是在

党内政治生活还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只有以

“六有”目标为引导，才能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

功效。换句话说，民主集中制的具体成效如何，

“六有”目标的实现程度是重要的衡量标准。

（五）民主集中制的要求：坚持“四个服从”

１９３８年，毛泽东根据党内执行民主集中制的
实际需要，特别是有鉴于张国焘严重破坏纪律的

不良行为，明确概括出了“四个服从”的要求，即

“（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

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④。这是对民

主集中制的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规定，自此以后，与

民主集中制密切相关的“四个服从”的纪律要求

便得到了正式确立。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１９４２年，毛泽东在《整顿
党的作风》一文中，对“四个服从”的具体内容略

有改动，即其中出现了“局部服从全体”⑤的字眼

而没有“个人服从组织”的内容。然而，从总体上

来看，两者的精神实质则是相同的，只不过使用的

表述方式不同而已。并且，从使用的情况而言，毛

泽东对１９３８年的提法是十分肯定的。在建国之
后，毛泽东直接重申了１９３８年的提法。“要严格
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

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⑥相比较而

言，毛泽东 １９３８年提出的“四个服从”要求要比
１９４２年的提法更为科学一些。

（六）民主集中制的方法：集体领导与个人分

工相结合

为了使民主集中制得到切实执行，毛泽东对

其方法进行了深入探索，从而提出了集体领导和

个人分工相结合的具体方法。１９４８年，正当解放
战争取得重大胜利之际，他提出了健全党委制的

要求：“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

党的重要制度……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

可偏废。”⑦在这一论述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集

体领导和个人分工相结合的方法。所谓的集体领

导，主要通过党委会制度，对重要问题进行深入讨

论，由党委作出决策，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集中要

求。所谓的个人分工负责，主要是对党委会作出

的重要决定和科学决策，根据党委会的工作分工，

由具体的党委委员负责完成。

１９４９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更
是根据实际需要，直接提出了集体领导与个人分

工负责相结合的方法：“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

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同班长和战士之间的关系是

不一样的。”⑧这段话充分表明，民主集中制所要

求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作战部队所推行的首

长负责制，这一点同班长与战士间的关系具有明

显差异。毛泽东还指出，要“学会‘弹钢琴’。弹

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

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

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

他方面的工作”⑨。这一段话，通过“弹钢琴”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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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比喻，对党委会各位委员分工合作的道理进

行了深刻揭示。的确，在党委会内部，每位党委委

员所分工负责的工作尽管有所差异，但都是为党

委的中心工作服务的。因此，在党委会内部，不管

哪一个党委委员，都不能把自己所分管的工作仅

仅当作独角戏，而要将其视为服务大局的协奏曲。

也只有这样，才能将这一行之有效的方法用好，才

符合民主集中制的内在要求。

（七）民主集中制的要旨：群众路线的党内

体现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和灵

活运用。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民主集中制体现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倡导的群众观

点和工作方法。１９４３年，毛泽东提出：“在我党的
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

中来，到群众中去。”①事实告诉我们，只有依靠人

民群众，才能取得各项事业的胜利。从群众中来

的过程，就是通过民主的方法，集思广益的过程。

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也就是在对广大人民群众分

散的正确意见进行梳理整合和科学加工的基础

上，在群众中深入贯彻执行的过程。

１９６２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
话中强调：“没有民主，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

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

情况……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

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②这一段话，不仅深刻揭

示了民主对于集中的重要价值，也明确指出了人

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对于科学决策的基础性意

义。在此意义上说，走群众路线，是民主集中制的

要旨和具体体现。只有把群众路线落实到党内外

的生活之中，民主集中制才能得到不折不扣的贯

彻执行。

二　毛泽东民主集中制思想的现实启迪
毛泽东的民主集中制思想对党的建设新的伟

大工程具有重要的现实启迪。特别是在全面从严

治党重大战略得到深入推进的历史节点，重温毛

泽东的民主集中制思想，更是具有非同寻常的重

要意义。从总体上而言，探究毛泽东的民主集中

制思想，既有利于深刻体悟民主集中制的前提条

件、关键所在、重要环节，也有助于准确把握其内

在要求和根本保障作用。

（一）前提条件：不断扩大民主

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和

组织制度，要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就必须不断扩

大民主。根据其内在意涵，亦即“民主基础上的

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③的要求，就不

难发现，要使其得到真正执行，民主是基础性条

件。诚如毛泽东所说：“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

……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让群众讲话。”④

在此，毛泽东把充分的民主生活同民主集中制直

接联系在一起，足以看出民主对于民主集中制的

基础性作用。的确，只有扩大民主，才能集思广

益，进而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那种无视民主，一

味追求集中的做法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基本要求

的。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集

中。”⑤这一句话，真可谓一语中的，直接道破了民

主对于集中的价值所在。

在新时期，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是全面从严

治党的题中应有之义。要使民主集中制得到贯彻

执行，就必须根据实际需要，认真体悟毛泽东关于

扩大党内外民主生活的相关论述，把不断扩大民

主作为前提条件。这也诚如习近平所言：“促使

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营造民主讨论

的良好氛围，鼓励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⑥

不难发现，在全面从严治党新的历史节点，扩大民

主依然是贯彻和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基础性条件，

这是毛泽东民主集中制思想提供给我们的重要现

实启迪。

（二）重点所在：维护中央权威

维护中央权威是民主集中制的必然要求和关

键所在。在很大程度上而言，党中央代表了全国

所有党员的根本利益。换句话说，党中央是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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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党员利益的集中代表者。在此意义上，维护

中央权威，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这也

诚如毛泽东所言：“（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

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

中央。”①

就个人与组织而言，党中央是党组织的权威

性代表，要做到个人服从组织，就必须维护党中央

的权威地位。就少数和多数来看，党中央是全党

意志的集中体现，代表了全党绝大多数人的意志

和要求，要做到少数服从多数，势必要维护中央权

威地位。就下级同上级的关系来看，党中央是党

的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要做

到下级服从上级，就必须切实维护中央权威。就

全党和中央而论，党中央代表了全党的集体意志，

维护中央权威，是全党服从中央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上面的分析中不难发现，要做到“四个服从”，

就必须维护中央权威地位。而“四个服从”，是以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贯彻执行民主集

中制提出的明确要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维护中央权威，是模范遵循民主集中制的重点所

在，这是毛泽东民主集中制思想带给我们的又一

现实启迪。

（三）关键环节：善于当好“班长”

各级党组织的党委书记，作为“一把手”，在

遵循民主集中制方面具有示范带动作用。就此而

论，民主集中制执行得如何，同各级党组织的“一

把手”密切相关。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来看，民主

集中制的执行效果和贯彻水平，关键在于各级党

组织的“一把手”。因此，各级党组织的书记只有

当好“班长”，才能抓住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的关

键环节。毛泽东在谈到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时，明

确要求“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②。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一把手”在贯彻执

行民主集中制中的作用，是由党委书记在党组织

中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道理很清楚，只有使党

委书记首先成为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典范，才

能对党委会中的其他成员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才

能达致“六有”局面。１９６２年，毛泽东对不能模范
遵守民主集中制的“一把手”提出了严厉批评。

“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一些情况：一切

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样的第

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

长’。”③这就告诉我们，在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过程

中，“一把手”起着十分重要的关键性作用。只有

让各级党组织的书记当好“班长”，才能使民主集

中制得到切实执行。在此意义上，各级党组织在

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时，一定要发挥好党委书记

的关键性作用，这是毛泽东民主集中制思想给我

们提供的又一现实启迪。

（四）内在要求：实现人民利益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运用，说

到底是为了实现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此，在贯彻

民主集中制的时候，只有时刻牢记广大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才能不断提升民主集中制的执行效

果。“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④的观点与方法，表征了民主集

中制的内在要求。

对此，毛泽东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认为：

“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⑤

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

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

气……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

实现真正的集中。”⑥在这一论述中，毛泽东尽管

没有直接使用群众利益之类的字眼，却运用了

“各方面的意见”之类的提法，委婉表达了群众利

益的意蕴。道理很简单，只有当人们的切身利益

难以得到有效维护时，才会产生相应的意见。的

确，“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

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⑦因此，

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中，各级领导干部

只有把人民的利益牢牢记在心上，严格落实在行

动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各方面

利益，民主集中制的执行效果才能得到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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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毛泽东民主集中制思想带给我们的再一个重

要现实启迪。

（五）根本保障：推进制度建设

只有根据实际情况，使民主集中制得到适时

完善，才能使其良好效应在新时代得到进一步提

升。特别是在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中，建立与

之配套的相应制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可取之举。

因为制度“一般是常规的、稳定的、有计划的、有

序的”①。为了使民主集中制得到有效执行，毛泽

东当年对健全党委制提出了明确要求：“党委制

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

度。”②在这一论述中，毛泽东开宗明义，对党委制

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深刻阐释。

众所周知，党委制是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

具体制度。在党委会中，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

则进行决策，然后由相关的党委委员负责执行。

当年，通过健全党委制等具体举措，我们党“总结

了党内认真实行集体领导的成功的经验”③，从而

使民主集中制得到了较好的贯彻执行。今天，要

使民主集中制的良好功效得到进一步发挥，也必

须借鉴当年的有效做法特别是成功经验，大力推

进民主集中制本身及其配套制度建设，从而使我

们党和国家的这一根本组织制度和组织原则在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大放异彩，这是毛

泽东民主集中制思想给我们提供的另一现实

启迪。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对民主集中制深刻内涵

的阐释、性质和功能的定位、目标和要义的确立、

要求和方法的阐释等诸多方面，均作出了不可磨

灭的卓越贡献。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的新时代，重温毛泽东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光辉

思想，能够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的顺利推进

提供重要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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