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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党内民主是党的建设的重要问题之一。
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的重要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前提和条件
，是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之一，是党心、民心所向。
研究党内民主的基本理论，了解党内民主建设的历史，总结其基本经验和教训，对加强党内民主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研究可以看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同盟及第一、第二国际时期，党内民主是普遍的
原则，党的组织纪律相对于后来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来说松散得多。
这与欧洲国家的民主传统有很大的关系，也与当时共产主义同盟及第一、第二国际时期的共产党的具
体历史任务有关系，共产主义运动还远没有达到组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地步。
到了列宁时期，按照列宁的理论，革命首先在帝国主义国际统治最薄弱的地方--俄国取得胜利，而不
是在先进的西方国家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列宁的预言得到了历史的证实，继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在比俄国更为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国，共
产党取得了胜利。
夺取政权，搞武装斗争，客观上要求党的组织的军事化，主张党的组织的极严格的纪律，这是列宁创
立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主要原因。
无疑，列宁的主张是正确的，符合俄国的实际。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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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党内民主是党的建设的重要问题之一。
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的重要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前提和条件
，是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之一，是党心、民心所向。
研究党内民主的基本理论，了解党内民主建设的历史，总结其基本经验和教训，对加强党内民主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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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民主的基本概念　民主的原意是&ldquo;人民的权力&rdquo;或&ldquo;人民的统治&rdquo;。
首先，分析人民的含义。
人民，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范围，在原始社会，人民是指氏族的成员，氏族首领亦在人民的范畴之
中，因为这时的首领和阶级社会的首领不同，不是高高在上，他们和普通氏族成员差别并不大。
在原始氏族社会里，最高权力机关是成年男女参加的会议，由会议选举首领或罢免首领，决定重大问
题。
在奴隶社会，广大的奴隶是人民，这时的人民处于毫无权力的地位，社会的统治者是奴隶主，奴隶主
不属于人民。
在封建社会，人民的范围包括广大的农民阶级和劳动者，不包括统治社会的代表地主阶级的皇帝、国
王及封建地主。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是人民的主体，不包括社会的统治者、代表资本
家利益的资产阶级。
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的范围相当广大，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及国家干部都是人民，只
有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才是人民的敌人。
在香港、澳门、台湾，凡是爱国的，都在人民的范围之中，并不一定非拥护社会主义不可。
由此可见，在阶级社会里，&ldquo;人民&rdquo;有强烈的阶级含义。
　　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尽管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奴隶主阶级也自称代表人民，其实是在欺骗人
民。
他们代表的只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已。
以上关于人民的概念，资产阶级是不会认同的。
这直接涉及对民主的认识问题，对人民的概念认识不同，对民主的认识就大相径庭。
　　关于&ldquo;权力&rdquo;和&ldquo;统治&rdquo;，在无阶级社会里，是指赋予决定重大事务的力量
。
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政治的含义更加浓厚。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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