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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想

刘伟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３０１）

摘　要：１９４７年至１９４９年，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想逐渐成熟，创造性地将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
设的实践，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建国目标，设计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新制度，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制

度保障并基本实现，引领和促进了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成功建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想所创

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符合中国国情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新中国指明了一条由独立到富强的民族复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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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
泽东同志１２０周年诞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毛泽东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

面貌的一代伟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程中，毛泽东以其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和杰出高

超的领导才能，创造性地将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

革命和建设的实践。１９４６年６月，全面内战爆发
后，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

民党败退台湾，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从１９４７年
至１９４９年，毛泽东逐步提出并完善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构想，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

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

向，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建国目标，设计了一系

列政治经济新制度，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共同纲领》为制度保障并基本实现，引领和促进

了新中国的成功建立。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想的形成及基
本实现

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走上救国救民的革

命道路后，毛泽东一直在思考建立新中国的问题。

他运用马列主义的建国理论，根据革命形势的变

化和实践要求，先后提出了“工农民主专政”“人

民共和国”“民主共和国”等口号或主张。在抗日

战争相持阶段，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公开主张实现三民主义，不要社会主义。中华民

族该向何处去？为解答此问题，１９４０年初，毛泽

东总结中国共产党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经验，提

出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主张，并使其

在建政实践中得到完善和发展。之后，毛泽东又

明确提出：“在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

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民

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

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①

１９４７年５月３０日，毛泽东在题为《蒋介石政

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评论中指出，蒋介石

政府在军事政治战线上都打了败仗，并已被人民

牢牢包围。在此形势下，“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

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

一切必要的条件”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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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７年 ７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
攻，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这

个变化立刻被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１９４７年 １０
月１０日，《人民日报》刊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宣
言》（以下简称《双十宣言》），重提“联合政府”口

号：“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组织民主联合政

府。”①宣言还首次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

中国”的口号，这标志着建立新中国的任务已提

上了现实议事日程。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２５日，毛泽东
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

到来，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

了一个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

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②，“二十年来没有解决

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③。同时强

调：“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现在要公开讲，不公开

讲容易模糊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坏处多于好

处。”④说明联合政府中各党派的地位将发生变

化，共产党要正式公开领导其他党派。毛泽东在

向这次会议提交的书面报告（即《目前形势和我

们的任务》）中提出了建立新中国的政治纲领和

经济纲领。

１９４８年１月，毛泽东在党内决定草案《关于
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明确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口号，并初步设计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雏形。由于战争进展顺利，１９４８年 ４
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发布经毛泽东改定的纪念“五
一”劳动节口号，正式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

体、各社会贤达发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

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

府”⑤的号召，由此揭开了筹建新中国的序幕。随

即，毛泽东对国家基本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设计，

到１９４９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想的基本框架
已定。

在１９４９年元旦献词中，毛泽东发出“将革命

进行到底”的号召，主张彻底打倒国民党，建立人

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并敦促民主党派全心全意

同中共合作，放弃“中间路线”，同时宣布１９４９年
将成立中共领导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民主联

合政府。１９４９年１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
于１９４９年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建立中华人民民主
共和国，并通过共同纲领。１月 ２２日，相继到达
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及

其他民主人士等 ５５人联合发表《我们对时局的
意见》，完全赞同中共的革命立场。３月 ５日，毛
泽东表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

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

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我们

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

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⑥。至此，

新中国成立的时间基本确定。

解放战争胜利的时间比人们预想的来得更

快，毛泽东准确地把握住时代脉搏的跳动，１９４９
年３月５日至１３日，他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七
届二中全会，提出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

各项方针，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

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１９４９年６月
１５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开幕。６月
３０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阐释
了新中国的国体。９月１７日，新政协筹备会二次
全会将新政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９月２９日，第一届政协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三个为新中国奠基的历史性

文件，其中，《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它确

认了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想的一系列内

容。１０月１日，刚刚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发布公告，宣布中央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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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接受《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①。新中国的成

立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想的基本实现。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想的主要内容
在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建国的过程中，毛泽

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写《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

政府》等著作中，已经对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政体

等作了原则性的论述。在 １９４８年 ９月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上、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以及《论人

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描绘了

新中国的蓝图，逐渐形成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

的基本制度，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与政

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同时，毛泽东

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主体包括共产

党和民主党派两种党派，及其所代表的工人、农

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确定了民主与

协商的建国方式。总之，毛泽东有关中华人民共

和国构想是关于如何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

民主党派参加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总方案，其主

要内容有六个方面。

一是关于确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国体指

的是国家性质，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解释

国体，即“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②，强调国

家的阶级性。毛泽东曾提出要建立“各革命阶级

联合专政”的国体，并指出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

国家的革命所采取的过渡的国家形式”③，它不同

于资产阶级专政，也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１９４８
年９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
提出，中国革命胜利后，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为

明确社会各阶级、阶层在国家中的地位，毛泽东强

调：“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

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

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④１９４９年，毛泽

东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表述：“人民是

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

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人民内部

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

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⑤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极有利于团结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各个阶级、

阶层和社会力量，代表着广大人民的利益，保障了

人民的民主权利，奠定了新中国坚实的制度基础。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

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

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⑥

二是关于确认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

体。政体虽然是与国体相适应的，但更多地受历

史传统、阶级力量对比等因素的影响。毛泽东认

为，政体是政权构成的形式，是指“一定的社会阶

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

机关”⑦，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召开人民代表

大会，是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相适应的政权组

织形式，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１９４８年 １月，毛

泽东在其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

要问题》中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⑧。为

了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同年４月１日，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强调：“在各级人民代

表会议中，必须使一切民主阶层，包括工人、农民、

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

者以及开明绅士，尽可能地都有他们的代表参加

进去。”“只有基于真正广大群众的意志建立起来

的人民代表会议，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⑨９

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明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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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

的政府来代表它的。”“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

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①《共同纲领》确认了人

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在

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的职权”②。

三是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

协商制度。毛泽东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共产党无理由拒绝一切愿意合作的党派和个人共

同管理政府。１９４７年《双十宣言》提出联合各民
主党派等多方力量建立联合政府。之后，毛泽东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我党同党外民主

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

上确定下来。”③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３０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
１９４９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明确指出：
“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

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

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

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

政府。”④１９４９年６月，由２３个单位的代表１３４人
组成的新政协筹备会成立，毛泽东为筹备会常务

委员会主任。９月 ２１日至 ３０日，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共领导下成功召

开，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说：“我们的会议包括六百

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

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⑤

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组织法》，规定了政协的性质、宗旨和参政议

政、民主协商的职能。《共同纲领》明确表示“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

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

础”⑥。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协商会议的形式，为

各党派进行政治协商提供了一个平台和机构，开

创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

四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国是一个多

民族国家，５０多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形成
了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关系。为反对国民党的

民族同化政策，毛泽东曾沿袭苏联的民族政策，在

《论联合政府》中提及联邦制：“中国境内各民族，

应根据自愿与民主的原则，组织中华民主共和国

联邦，并在这个联邦基础上组织联邦的中央政

府。”⑦１９４７年，毛泽东在《双十宣言》中写道：“承
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⑧，提

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在筹建新中国时，

毛泽东、中共中央对国家结构形式的问题进行了

深入探讨，确定将要建立的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并实行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即在

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设立

自治机关，大量吸收少数民族中能够同共产党合

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管

理本民族、本地方事务，以有效保障少数民族当家

作主的权利。《共同纲领》对民族平等原则和实

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⑨“各

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

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

种民族自治机关。”“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

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

的行为。”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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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关于基本经济制度。毛泽东认为中国的

经济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强调保护私人

资本主义的发展，保护私有财产，但“不能操纵国

民之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设

计主要包括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公有化方向和

“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双十宣言》提出的经济政策有两条，一是

“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兄弟等四

大家族和其他首要战犯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发

展民族工商业”；二是“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

耕者有其田的制度”①。同年１２月，毛泽东在《目
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把它概括为三大

经济纲领：没收封建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垄断资

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１９４８年９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
新民主主义经济三种成分说，即国营经济、由个体

向集体发展的农业经济、私人经济，并强调：“我

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

决定作用的。”②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把三种

成分说发展为五种成分说，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

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

经济。同时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１０％左右的
中国现代性工业产值，其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

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和官僚资本家手里，“没收

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

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

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③。毛泽东的

这一思想为《共同纲领》所吸收，纲领规定：国家

从各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

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

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

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

济的发展”。《双十宣言》发表的同一天，中共中

央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

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１９４７年１２月中共中央会议确定了依靠贫农联合
中农消灭封建半封建剥削制度的土改方针，毛泽

东指出：“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

命的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

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

基本条件。”④这一制度同样在《共同纲领》中得到

确认：“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

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

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

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

者有其田。”⑤

六是确立新中国外交工作基本原则。新中国

即将诞生，如何确定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双十宣言》中，毛泽东

即提出“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

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

一切外债。”“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共同奋斗”⑥。１９４９年 １月 １９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毛泽东在这个指示中

加写了两段重要的话：“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

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

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

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

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

护。”“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

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

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

解决。”⑦

１９４９年上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另起炉
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大方针，

为确定新中国的外交原则提供了战略指导。“另

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为了同旧中国

的半殖民地外交一刀两断，并逐步肃清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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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中国的势力和特权，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

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

系，维护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在《论人民民主专

政》中，毛泽东提出著名的“一边倒”原则，指出：

“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

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

胜利，必须一边倒。”①当时，国际上正出现以苏联

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

营的尖锐对立。在这种情况下，明确宣布新中国

“倒向社会主义一边”是符合中国人民实现国家

完全独立的根本利益的，这是一种坚定不移地争

取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方针。正如《共同纲

领》所阐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

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

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

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

界的持久和平。”②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想的历史意义
和当代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想，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

产党在实践中作出的重大选择，是对马克思主义

的创新性运用和发展，符合中国国情和最广大人

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想，有效

地推动了建立新中国的进程，形成了一系列有中

国特色的基本制度和理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

东创立的这些基本制度和理论得到了坚持、发展

和完善，日益显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性运用和发展

１９４９年，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即面临着
向何处去和基本制度的选择问题，这是无产阶级

政党必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两步走

的建国步骤：“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

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

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

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③同时，毛泽东在

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列主义无

产阶级专政理论，既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

性，又体现了能团结一切可团结者的灵活性。马

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被共产主义代替是

历史的必然，“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

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

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

政”④。为了联合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

级，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

思想，确立了新中国的国体，明确指出，“中国人

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

行人民民主专政”⑤。人民民主专政，在性质上完

全不同于资产阶级专政，也有别于苏联式的无产

阶级专政，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优势。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

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⑥，“共产党人到处

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

调”⑦，强调共产党不仅与其他工人政党有合作的

可能和必要，而且应该与其他民主政党合作。孙

中山曾经仿效西方国家实行多党制，蒋介石实行

过国民党一党独裁，都以失败告终，历史证明，在

中国，这两种方式都是行不通的。毛泽东深刻总

结国内外历史经验和教训，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创

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并

使之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实现了马列

主义多党合作理论，既避免了多党竞争可能造成

的政治动荡，又避免了一党专制缺少监督的弊端，

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创造。

对于多民族国家的结构形式问题，马克思和

恩格斯主张有两种方式，即单一的民主共和国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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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联邦制。如建议在德国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

利后建立单一的民主共和国，提出“不仅要坚持

建立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并且还要

坚持使这个共和国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国家政权掌

握之下”①。在新中国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制度

选择上，毛泽东没有照搬苏联的经验，而是创造性

地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了新型社会主

义民族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在实践中和制度层面

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民族国家理论，这

是史无前例的创举。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２４日，周恩来
在政务院第六十三次政务会议讨论少数民族问题

时说：“孙中山先生曾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上，就以‘民族自决’的口号把它肯定了下来。在

我们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毛主席曾提出了以

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决的原则，因为这样做对于

加强民族间的团结与合作是有利的。现在，从一

年来的少数民族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毛主席

在当时的预见是十分正确的。”②

（二）开启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特别强

调：我们要建立的是人民的国家，“人民的国家是

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

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

己和改造自己”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新

中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各级代表大

会来行使这种权力，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参加国家管理。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共

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

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

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于人

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同时，他们又是人

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人

民。”④他强调新中国的各级政府和政权机关都要

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

民解放军。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清晰地表达了执政的根

本立场和根本宗旨，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

时代。

毛泽东为新中国确立的国体、政体及其他基

本制度，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制度保证，使

得长期以来受尽压迫和欺凌的广大中国人民第一

次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１９４９年 ８月 ３１

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播发了费孝通的文章，文章

提到他参加北平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看到的情

景：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

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一位戴瓜皮帽的，在一个

会场里一起讨论问题，使他第一次对民主的形式

和民主的事实有了认识。１０月１日，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上，当人民群众喊

出“毛主席万岁”的响亮口号时，毛泽东高声回应

“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的序言亦明确记载着：“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

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

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

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

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

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

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⑤

（三）为新中国的创立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

展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想是最切实

的建国方案，初步奠定了新中国最根本的制度基

础———国体、政体，并创造性地确立了一系列与之

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新制度，有力地指导和推动了建

国的进程。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论

述了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提出

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科学概念，并阐明了各阶级在

国家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国家对内、对外政策

等，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做了政治理论准备。

人民代表大会是与人民民主专政相适应的国

家根本政治制度，和国体一起构成国家发展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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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３卷 刘伟：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想

度基础。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

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

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

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

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

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

民主活动。”①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又提出，人

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组织形式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和

它的过渡形式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

义理论为新中国政权的建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关于人民政权建设的思想得到了各民

主党派、各民族代表的赞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

主人士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强

调：“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

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

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

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

成绩来。”②１９４９年９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中国的历史

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 １４日，毛泽东指出，在少数民
族地区，一切工作中要坚持执行民族平等和民族

团结的政策。他强调：“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

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

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③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加强了民

族团结和经济发展，为开辟中国各民族平等、团

结、互助的新时代奠定了基础。

作为主要创建人，毛泽东确立了新中国的根

本政治制度和基本制度，并在革命和建国实践中

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及民

族复兴的理论，这些制度和理论，是社会主义事业

发展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要坚持发挥党总揽

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要坚持国家一切

权力属于人民，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

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民主集中制。他着重指出：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

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

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④

（四）体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想体现了强

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所要完

成的一个严峻的历史任务，就是争得国家完全独

立和民族彻底解放。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

的讲话中，毛泽东强调：“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

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

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

一毫的干涉。”⑤同时，毛泽东也清醒地看到革命

胜利后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指出：“我们的事情

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

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

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

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

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⑥“帝国主义者和国

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

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

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

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

松懈自己的警惕性。”⑦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充满自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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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全党，不能只看到中国经济的落后一面，更要

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人民的奋斗精神。

这一时期，毛泽东在他的著作和讲话中都表达了

一种强烈的民族自信心：“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

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

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①“中国的命运

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

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

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

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

共和国。”②“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

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

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

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③在这些论述

中，毛泽东为新中国指明了一条由独立到富强的

民族复兴之路，并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交

出了一份令人民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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