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

形成和发展

李 用 兵

新宪法序言肯定了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
。

总纲第一条明确规 定
:“

中 华

人 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
、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 。

彭真同

志在宪法修改草案报告中对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

作了深刻
、

全面的说明
。

为了学习
、

宣传和认真贯彻执行新宪法
,

更好地联系我国国情
,

坚定不移地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

探讨一
一

下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

是有现实意义的
。

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萌芽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
,

在党的文件和 当时的一些党的先驱者的文章中
,

在论述到未来

无产阶级的国家制度时
,

是使用
“ 无产阶级专政

”
这个概念 的

。

当时
,

我们党还没有建立无

产阶级政权的实际经验
,

在关于建立什么性质的国家政权的问题上
,

还只能援用马列主义的

一般提法
。

后来
,

我们党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斗争实践中
,

逐步认识了中国的国情
,

探索

中 国革命的具体道路
,

尝试建立革命政权的具体形式
,

逐渐形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
。

1 9 2 7年 l 一 2 月间
,

毛泽东同志亲赴湖南考察农民运动
,

写了 《湖南农民运 动 考 察 报

告
》 。

在这个 《
报告

》
和他当时的其他论著中

,

开始有了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萌芽
。

农民问题

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

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
,

能否坚决支持和积极领导农

民起来革命
,

是能否夺取革命胜利的重大关键问题
。

随着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
,

农民运动蓬

勃发展起来
。

农民运动兴旺起来的地方
,

它的锋芒首先指向封建地主政权
。

农民运动的性质

就是
“ 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

” 。

①

农民运动中产生的农民协会
,

是党领导下的
、

以贫农为 中心的
、

起农村革命政权作用的

新型革命组织形式
。

当时的基层农民协会
,

甚至掌握了政治
、

军事
、

经济
、

文化
、

司法等大权
,

成了区
、

乡唯一的权力机关
。

农会采取了种种办法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打击地主阶级特别是土

豪劣绅的威风
, “

把地主权力打下去
,

把农民权力长上来
” 。

② 农民运动的胜利
,

打倒了都团
,

推翻了封建地主武装
,

建立农民武装
,

并把它放在农民政权的管理之下
。

在急风暴雨的革命年代
,

农会起到对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实行专政的作用
。

当时
,

农会有无上的权力
,

把地主的威风扫光
。

这种群众性的革命专政是非常必要的
。

否则便不能

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

不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
,

便不能把绅权打倒
。 “

每个农村都

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
,

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
,

决不 能 打 倒 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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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 。
① 农会在当时也尽 自己所能

,

处理迫切的社会问题
,

如打倒族权
、

夫权
,

禁赌
、

禁鸦片
、

清匪
、

废苛捐等
。

毛泽东同志非常强调实行革命专政必须划清敌我界限
。

他严厉地批评了当时有些县革命

当局派兵拘捕下级农会干部的事件
,

指出
:

这样做会助长反动派的气焰 ; 一定要注意不可做出

帮助土豪劣绅打击贫农阶级的错误行为 ; 革命专政的锋芒只能指向地主豪绅
,

绝不能针对革

命人民和人民的干部
。

如上所述
,

我们有理由认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农民武装和农

村革命政权
,

依靠贫农
、

团结中农
,

对封建地主土豪劣绅实行革命专政的思想
,

是他后来提
_

出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萌芽
。

工农民主专政思想在中国的运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
,

革命形势和阶级力盈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
。

民族资产阶级

附和地主大资产阶级
,

背叛了革命
。

蒋介石国民党在帝国主义直接支持下
,

建立 了以地主买

办阶级为基础的反革命军事独裁政权
。

中国共产党击破了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经
,

领导人民以

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
,

并且在保持了革命武装的地区
,

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和乡
、

区
、

县

以至边界各级工农民主政权
。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趋势
,

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提出来的
。

对比较落后的国家
,

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应该建立什么

样的国家政权
,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作进一步的论述
。

列宁面对落后的俄国
,

根据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

十分重视工农联盟问题
,

一再强调只有把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包
括进来的革命

,

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民革命
。

他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国家

政权
, “

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 。

② 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思想
,

是对马克
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

在民主革命胜利后
,

无产阶级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政权
,

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是没有现成答案的
。

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
,

结合中国

社会的特点和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
,

总结 1 9 2了年以来红色政权的具体经验
,

对红色政权作理

论上的论述
,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理论
。

这是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形成过

程中的重要阶段
。

毛泽东同志详细论证了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
,

必须建立农村根据地和红色政权
。

他指出
,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

没有民主制度
,

无议会可利用
,

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

合法权利
,

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
,

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资产阶级
,

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

权利
。

而中国革命的敌人掌握着强大的反革命武装
,

进行反革命军事统治
。

这就决定了中国

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革命
,

武装夺取政权
。

但要把武装斗争长期坚持下去
,

必须在广

大农村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

在根据地里有计划地建设红色政权
。

对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向题
,

毛泽东 同志作了科学的分析和论述
。

中国是
几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

,

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极不平衡
。

它没有统一

的资本主义经济
,

农村经济基本上是自给 自足的
,

对城市保持相当大的独立性
。

这就为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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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能够离开城市在农村长期存在和发展
,

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
。

中国也没有统一的资产阶

级政治统治
。

掌握中央政权的军阀和掌握各省政权的军阀之间的矛盾
,

各帝 国主义之间在华

利益上的矛盾
,

削弱了反革命势力
,

白色政权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
,

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

红色区域和红色政权能够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发生和坚持下来
。

红色政权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

拥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
,

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这些也都是它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

对 当时的红色政权的性质问题
,

毛泽东同志也作了明确的回答
。

( 一 ) 红色政权是工农

民主专政性质的政权
。

1 9 2 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
,

资产阶级退出革命投靠帝国主义

和封建势力
,

变为人民的敌人
,

革命的动力只剩下工人
、

农民和小资产阶级
。

所以
,

自1 9 2 7

年秋收起义创建红色政权起到 1 9 3 4年 10 月红军撤离南方革命根据地期间的红色政权
,

用毛泽

东同志的话说
,

它
“
是工人

、

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
” ,

也就是说它是工农民主专

政
。

当时的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 明文规定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工人和农民的民

主专政的国家
。

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人
、

农民
、

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
,

只有军阀
、

官

僚
、

地主
、

富农及一切反革命分子没有选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 自由的权利
。

(二 ) 红色

政权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权
,

还不是社会主义的政权
。

正如毛泽东 同志所说的
, “
工农民主共和

国的 口号
,

不是违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
,

而是坚决地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
。

我们在实际斗争中没有一项政策不适合这种任务
。

我们的政策
,

包
`

括没收地主土地和实行八

小时工作制在内
,

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范畴内私有财产制的界限以外
,

并没有实 行 社 会 主

义
。 ” ① 这就是说

,

当时的红色政权是新民主主义的工农 民主专政
,

它实际上是后来提出的人

民民主专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初步体现
。

无产阶级领导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
,

关于革命政权的理论也发展了
。

1 9 3 5年
,

日本帝国主义向我

国发动了疯狂进攻
。

中国共产党为适应迅 速发展的形势
,

于同年 12 月25 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

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

通过了 《关于 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
》 ,

提 出了建立抗 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方针
,

宣布将
“ 工农民主共和国

” 的 口号改为
“ 人民共和国

” 的口号
。

毛泽东同志

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
,

作了 《
论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 的报告
,

深刻分析了
“ 人民共

和国
” 口号的基本思想

。

(一 )
“

人民共和国
” 的口号是适应当时已经发生 了重大变化的形势和阶级关 系 而提 出

钓
。

日本加深侵略中国
,

使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

国内阶级矛盾
、

中华民族和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
,

降为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
。

毛泽东 同志指出
,

民族资产阶级

同地主阶级
、

买办阶级是有分别的
。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民族资产阶级有参加 抗 日 斗 争

钓 可能
。

因此
,

党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形势
,

适时地提 出了建立广泛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

略
,

把红军的活动和工人
、

农 民
、

学生
、

小资产阶级
、

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
,

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

为了更广泛地动员各阶层人民参加到抗 日队伍中来
,

在政权

伺题上也要作相应的改变
。

放弃 “ 工农民主共和国
” 的口号

,

改用 “ 人民共和国
” 的口号

,

是完全适时和必要的
。

(二 ) 当时党提出的
“ 人民共和国

” ,

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

专政的国家形式
。

从阶级构成上
, “
人民共和国

”
的政权

,

是一切赞成抗 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

① 第 2 5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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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权
,

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汗奸和反动派的专政
。

它不仅联合城市小资产阶级
,

而且联合民族资产阶级
。

它仍然以工农为主体
,

同时容纳其他反对帝国主义
、

反对封建势力的

阶级
、

阶层
,

以及一切同意民族民主革命的分子
。

这一点
, “
人民共和国

” 伺土地革命时期的

工农民主共和国有区别
,

也和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共和国
·

不同
。

它是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
。

(三 )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人民共和国
,

不废除帝国主义的
、

非封建主义 的 私 有 财

产
,

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
,

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
。

只要民族资本家不赞助

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
,

都受到保护
。

19 3 6年
,
日本帝国主义更加深人地侵略中国

,

日本帝国主义同英美帝国主义发生严重冲
1

突
。

这样
,

与英美帝国主义利益密切相联的蒋介石集团
,

有可能改变对 日态度
。

1 9 3 6年 9 月
·

1 日
,

中国共产党发出了
《关于逼蒋抗 日问题的指示

》 ,

把过去提 出的
“ 抗 日反蒋

” 的 口号
,

改为
“
通蒋抗 日

” 的 口号 , 同时在政权问题上
,

也把
“

人民共和国
”
的口号进一步改为

“ 民主共
-

和国 ” 的口号
。

这是为了团结一切抗 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

种修祸的最好方法
,

而且也是从 ]` 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 口号
。

按照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
, “
民主共和国

”
将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

、

由工 农 小 资 产

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的国家
,

是排除汗奸卖国娥在外的一切抗 日阶级联盟的 国家
。

也 就 是

说
,

民主共和国的领导 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变
,

而阶级联盟更广泛了
。

这一点表现在政权的

组织形式上
。

各级参议会和政府的人员分配采取
“ 三三制

” ,

即共产党 员占三分之一
,

左派进

步分子占三分之一
,

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
。

汗奸和反共分子没有资格 参 加 这 个

政权
。

在 《新民主主义论 》 中
,

毛泽东同志把民主革命过程中和革命胜利后将要建立起来的国

家政权 同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联系起来考察
,

使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建立在科学的基

础之上
。

(一 ) 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不同
,

决定 了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必然是无产阶级领

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
,

这两

个事件之后发生的中国民主革命
,

不再是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

而是属于中国式的
、

特殊的
、

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

毛泽东同志把它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

在革命的

阵线上
,

它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

这个革命所要建立的国家政权
,

必然

同资本主义革命所建立的国家政权根本不同
。

它不是旧的
、

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专政的

国家
,

而是新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
。

在这个阶段上
,

它只能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

(二 ) 中国社会性质不同
,

也决定了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
。

自从帝国

主义侵略中国以来
,

中国社会逐渐变成了一个殖民地
、

半殖民地
、

半封建的社会
。

中国无产

阶级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
,

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的独立的政治力量
,

成立了 自己的政

党— 中国共产党
,

并通过 自己的党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 口号
,

制定和实施了在中国进行

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
。

殖民地
、

半殖民地
、

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状况决定

了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
。

民族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

压迫的
,

它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官僚军阔政府的革命性
; 它

可以同无产阶级
、

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
,

反对共同的敌人
。

但是
,

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

和它的两面性
,

决定了它不可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
,

也不可能领导人民实施民主政治
。

这个



历史的责任便落到无产阶级的肩上
。

所以
,

中国无产阶级
、

农民阶级
、

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

产阶级
,

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
。

他们必然要成为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府构成的

基本部分
,

而无产阶级则必然成为这个民主共和国的领导力量
。

(三 ) 在革命政权的组织形式上也有自己的特点
。

在解放战争时期
,

各解放区的革命政

权组织形式
,

采取人民代表会议
。

毛泽东同志认为
,

这种政权组织形式的出现
,

是
“
一项极

可宝贵的经验
” 。

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
,

就不能代表国家
。

马克思恩格斯曾提 出
,

巴黎公

社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定形式
。

列宁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提出苏维埃是适合俄国的政权形

式
。

毛译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
,
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即

将建立的新中国的最好形式
。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
“
人民共和国 , y

(后来提
“
民主共和国

”
)的日号

,

当时虽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实现
,

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解

放区部分地实现了
。

当时的解放区抗日民主政权
,

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

来对汗奸反动派实行专政的政权
。

一切抗 日的阶级
、

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
。

对

抗 日的人民实行民主
,

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自由权利
。

日本帝国主义者
、

汗奸
、

亲 日派都是

人民的敌人
,

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
,

对他们实行专政
。

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确立和系统阐述

在抗 日战争时期
,

毛泽东同志对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基本内容已作了论述
,

但还没有明

确地提出这个概念
,

到解放战争后期
,

便比较完整系统地公开提出来了
。

全国解放前夕
,

毛泽东同志在
《
将革命进行到底

》 一文中
,
第一次公开使用了

“ 人民民

主专政
”
这一概念

。

文中写道
: “

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
,

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
,

坚决彻底干

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
,

不动摇地坚决打倒帝国主义
,

打倒封建主义
,

打倒官僚资本主

义
,

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

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 ’ , ①

在此以前
,

毛泽东同志论述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建立的国家政权时
,

曾先后有以下几

种不同的提法
:

1 9 3 7年
,

使用
“
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的国家

” 。 ②

1 9 3 9年
,

使用
“ 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汗奸反动派的专政

” ⑧ “

各革命

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
” 。 ④ “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

的专政
” 。 ⑥

1 9 4 0年
,

使用
“
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 国家

” 。

⑥

“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

” 。
O

1 9 4 5年
,

使用
“
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

① 《
毛泽东选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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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的国家制度
” 。

① “ 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 。 ②

4 19 8年 1月使用
“ 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趁的政权

, 。 ⑧封 12 月正式提 出

“ 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 O 透样一个严谨的公式

。

毛泽东同志不仅提 出了
“ 人民民主专政

” 这个科学概念
,

而且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

告中
,

在
《论人民民主专政

》
等著作中

,

对这个概念作了理论上的论述
,

并确定为我们党在国

家政权建设中的指导思想
。

这个理论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基本点
:

第一
,

工人阶级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 力量
,

农民阶级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是它的墓础力

量
。

工人阶级的政党要认真团结农民阶级
,

建立牢固的工农联盟
。

没有这个团结
,

没有牢固

的工农联盟
,

人民民主专政就不能巩固
。

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

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

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
,

建立另一种

联盟
。

有了这种联盟
,

便能在革命时翔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
,

彻底打侧侧内的反革命势力

和帝国主义势力
。

在国外
,

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 国人 民
,

结成 国 际 统一

战线
。

第二
,

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
。

首先要对
“ 人民 ”

作出科学定义
。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的阶段
,

人民包括工人阶级
、

农民阶级
、

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

产阶级
。

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领导下
,

团结起来
,

组成 自己的国家
,

选举 自

己的政府
。

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
,

人民有言论
、

集会
、

结社等项 自由权
,

选举权只给人

民
。

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
。

有了人民的国家
,

人民才有可能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

造自己
,

使 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
,

改造 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旧习惯和坏思想
。

第三
,

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
。

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对帝国主义的走狗
,

即地主阶级和官

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实行专政
。

对他们实行独裁
,

压迫这

些人
,

剥夺他们的发言权
。

在帝国主义
、

国内反动派和国内阶级还存在的条件下
,

要强化人

民的国家机器
,

即人民的军队
、

人民的警察
、

人民的法庭
,

借以巩固国防和保障 人 民 的 利

益
。

革命的专政是非常重要的
,

没有这个专政
,

就不能维持政权
,

反动派就有可能复辟
。

对

干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
,

只要他们不破坏不捣乱
,

也给土地和工作
,

让他们活下去
,

并

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
。

第四
,

要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
。

在私营企业国有化以前的阶段
,

要对民族

资产阶级中间的许多人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
。

到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时
,

再进一步对他

们进行教育和改造工作
。

人民手中有强大的国家机器
,

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

对待农民要

进行长期的细心的工作
,

教育和引导他们
。

第五
,

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将来的任务
,

就是实现农业社会化和国家工业化
。 “

没有农业社

会化
,

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
。

农业社会化的步骤
,

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

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
。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

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问题
。 ” ⑤

这样
,

毛泽东同志对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性质
,

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
、

作用和相互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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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国家的职能
、

任务和前途等等都作了科学的阐述
,

作为理论形态的人 民民主 专 政 得 到

确立
。

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
,

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
,

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得到进一步丰富和

发展
。

`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
,

党即提出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明确论断
。

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论述 了这一点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

工

人阶级在同几亿农民建立坚固同盟的条件下
,

取得全国范围的统治权力 ,
’

工人阶级的政党中

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政权的执政党 , 人民民主专政开始担负完成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

任务
,

要把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

彻底消灭人剥削人

的制度 , 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
,

运用这个政权
,

把全体劳动人民和其他可以

接受社会主义的力蚤最紧密地团结在 自己的周围
,

’

共同执行无产阶级的政策路线
。

这样的政

权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
,

或者说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
。

1 95 7年
,

毛泽东同志发表了 《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向题
,
的重要讲话

,

对人民

民主专政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进一步论述
。

(一 ) 对什么是人民
,

什么是敌人
,

根据社会主义

时期的具体情况
,

又作了科学规定
。

他指出
: “
在现阶段

,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 时 期 ;
’

一 切 赞

成
、

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
、

阶层和社会集团
,

都属于人民的范围 ; 一切反抗

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
、

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
,

都是人民 的敌人
。 ” ①如何

对待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

成为划分人民和敌人的基本界限
。

(二 )明确了专政的两

个主要职能
。

一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
、

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
,

压迫那

些对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
;
二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

。

(三 ) 指出

专政的自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
,

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
、

现代农

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

(四 ) 采用专政的方法和民主的方法来解决两类性质不同

的社会矛盾
,

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

所谓专政的方法
,

就是在必要的时期内
,

不让反

动阶级
、

反动派参与政治活动
,

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
,

强迫他们从事劳动
,

并在劳

动中改造成为新人
。

所谓民主的方法
,

就是让人民参与政治活动
,

不是强迫他们做这做那
,

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工作
。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
,

在政治上明确地划

清了敌我界限
,

对更好地发挥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在民主和专政两方面的作用有重要的意义
。

人民民主专政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全国胜利后的过渡时期是必需的
,

而且在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也是必需的
。

在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
、

富农阶级和资产阶级被消灭以后
,

人民民主

专政虽然仍担负着对反对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实行专政和改造的任务
,

担负着防御外部敌人

侵犯和颇搜的任务
,

但是它的基本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

团结全国人民
,
保护社会

生产力
,

组织和领导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
。

人民民主专政是生长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条件下的一种国家制度
。

实践证明
,

它更

适合于我国国情
。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
,

发扬人民民主专政的优点和特

点
,

使它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发挥更加伟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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