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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民主发展进入历史新

时期，中国式民主话语体系走向成熟。２０１９年 １１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虹桥街道考察，首次提

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１]3０3。２０２１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周年
大会上，正式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１]3０4。同年

１１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三
次提及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

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之一，是在政治建设方面“积极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２]。２０２２年 １０月，党的二十
大全面擎画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

务，“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3] 被列为中国式现代化

的九大本质要求之一，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重大战略任务，指明了中国民主道路的新方向、新路

标、新定位，标志着中国人民民主建设的新里程碑。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对我国人民民

主在实践中发展出来的新理念、新形态的高度概

括，凝聚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持续探索人民民主的

政治智慧，深刻阐释了中国特色民主道路“人民性”

和“全过程性”的突出特质，为新时代发展人民民主

提供了价值指引和实践遵循。作为国家治理场域中

的新型政治话语，全过程人民民主一经提出便引起

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成为政治学领域的热点话

题。学者们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显著制度优势[4]、传

统思想渊源 [５]、内在逻辑[6]、制度基础 [7]、运作形态与

实现机制[８]等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但全面、立体、

多维的系统研究相对缺乏。本文以“是什么、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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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人民民主：逻辑理路、价值意蕴与实现机制

范逢春， 袁 玲
（四川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１００6５）

摘 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中国式民主模式的集中表达。 作为“发展什么样的民主，怎样发展民
主”的中国方案，全过程人民民主必然成为彰显“中国之治”显著优势的伟大创造。 全过程人民民主孕育于党
的百年民主探索，发展于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升华于人民民主实践，立基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体现了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制度逻辑的辩证统一。 以人民至上为价
值目标，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导向，以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为价值考量，生动诠释出全过程人民民
主是实现良政善治的高质量民主。 推动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
法治国相统一的制度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体治理格局，将智慧治理融入民主运行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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