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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历史必然性
,

谢忠厚 田苏苏
·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执政地位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
,

是中国各族人民
、

各民

主党派在长期斗争中作出的伟大历史性选择
,

早 已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的信念
.

这是

任何力量也改变不了的
.

一
、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众所周知
,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 国各族人民经过 了28 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和流血牺牲
,

推

翻了帝国主义
、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
,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

中国共产党

成为唯一的执政党
.

首先
,

这是 由中国近代以来的国情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所决定的
.

鸦片

战争揭开了中国历史上屈辱的一页
。

从此
,

封建的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

近代

以来
,

中国人民为 了国家的独立 自主和人 民的民主 自由
,

进行了前仆后继
、

不屈不挠的斗

争
。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
、

义和团农民革命
,

最终都遭到了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
。

戊戌变法

的维新派幻想仿效日本的
“

明治维新
”

走君主立宪的道路
,

结果
,

百 日便告夭折
.

孙中山领导

的国民党
,

发动辛亥革命
,

推翻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
,

但是
,

革命的果实很快被北洋军阀所

篡夺
。

在北伐战争胜利之际
,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
,

建立了南京政府
.

中国半殖民地半

封建的社会性质丝毫未变
,

中国人民的灾难更深重 了
.

近代中国的历史证明 :在中国进人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时代
,

没有先进工人阶级领导
,

农民不可能承担并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

因

为农民虽然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

但它又是分散的小生产者
,

被旧的落后 的生产方式所限

制
,

看不到也不能实现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
。

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能救中国
,

因为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过于软弱
,

不具备反帝反封建的彻底革命精神
.

中国不可能走上独立发

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

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只能是梦想
。

在近代中国
,

只有工人阶级才是最先进
、

最革命
、

最有远见的阶级
。

它与中国近代大工

业生产相联系
,

是中国社会新的生产力的代表
,

代表社会发展 的正确方向
,

要求改变中国半

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
,

代之以适应社会发展的新 民主主义的以至社会主义
、

共产主义的

生产关系
.

而且
,

它深受帝国主义
、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
,

有着反帝反封建的

彻底革命精神
,

并与占人 口 80 % 以上的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
。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

是 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

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

式
.

中国工人阶级对于 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和历史使命
,

是通过自己的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来实现的
.

正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

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

中国共产党很快在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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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面前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
,

和中国革命分为新民主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战略
,

深刻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和客观规律
,

表达了

中国人民的根本要求
,

为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 向
.

从此
,

中国人民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进行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斗争
,

从胜利走向胜利
.

第二
,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而取得的
.

毛泽东同志说过 :
“

枪杆

子里面出政权
’ 。

¹ 中国新 民主主义革命是在敌强我弱
、

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状况下进行的
,

中国没有西方国家那样的议会民主
,

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特

点
.

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强大的敌人
,

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

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 民群

众进行了长达28 年的武装革命斗争
,

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崭新的革命道路
,

即深人农

村开辟根据地
,

以农村包围城市
,

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

并掌握了武装斗争
、

统一战线和党

的建设三大法宝
.

到1934 年
,

工农红军发展到30 万人
,

中国共产党党员也发展到30 万人
,

显

示了中国共产党无限的生命力
.

尔后
,

经过严重挫折和失败的考验
,

到抗 日战争时期
,

中国

共产党已经是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政治上
、

组织上
、

思想上完全成熟的党
.

以

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实行了正确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

最大限度地联合了一切可能联合

的力量
,

自觉地
、

积极主动地实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
.

当蒋介石依赖美帝国主义的援助
,

拒

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关于实现和平
、

民主的正义要求
,

悍然发动内战的时候
,

中国共产

党就以广大的解放区为基地
,

领导中国人民和人民军队经过3年多的解放战争
,

歼灭 了国民

党蒋介石集团80 0万军队
,

摧毁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
,

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伟大胜利
。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过程中
,

20 00 多万烈士献出了鲜血和生命
.

中国共

产党的执政地位是领导长期武装革命斗争胜利的结果
,

是以无数革命先烈的生命和鲜血换来

的
。

第三
,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在根据地长期领导革命政权发展的结果
.

不论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的苏维埃政权
,

还是抗 日战争时期的抗 日民主政权
,

直到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

政权
,

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

人 民当家作主的政权
,

是新中国政权发展的一个阶会阶

段
。

例如
,

抗 日战争时期
,

中国共产党把抗 日民主政权建设作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首要

问题
。

在所开辟的19 个抗 日根据地里
,

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造和 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运动
,

对

各级政权特别是基层政权进行彻底改革
,

建立了各级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
,

真

正实现了民主政治
,

为 中国共产党尔后在全国范围建立人 民民主专政政权奠定 了坚实基础
.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 :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是
“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
” , “

各根据

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
,

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 ’

º

第 四
,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工农联盟的长期巩固和发展的结果
。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中国农民占人 口80 % 以上
,

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
,

农民是革命的主

力军
,

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
.

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

是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的关键
,

关系

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反对解决这个迫切问题
,

因为这种变革是同他们代

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冲突的
.

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解决了中国社会变革特别是农村

变革的问题
,

抗战时期实行了减租减息
、

武装农民
、

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开展生产运动等改

革 ;解放战争时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
.

中国共产党因此同中国广大农民群众建

立了最密切的联系
,

形成了长期的巩固的工农联盟
。

中国广大工农群众从长期的正反两方面



的实践体验 中悟 出了一个真理 :在 中国
,

只有共产党才是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党
,

只有

跟着共产党才能走上独立
、

民主
、

自由
、

幸福的道路
。

二
、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民主党派的共同选择

新 中国建立后
,

确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政党制度
,

这是 中国民主党派经历了

长期磨难后的 自觉选择
,

是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

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
,

有着坚实的政治基础
.

中国民主党派所联系和代表

的不是单一阶级
,

而是某些阶级
、

阶层的人们在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共同要求基础上的联

合
。

因此
,

它不是单一的民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
,

而是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
.

在他们

的领导骨干中还有一定数量 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少数的共产党人
.

民主党派的发展
,

客观上形

成 了在 国共两党之问的
“

第三方面
”

势力
,

使其在政治生活中有一定的影响和发言权
。

但是
,

由于他们主要代表的是深受帝国主义
、

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势力压迫和束缚的民族资产阶级

的利益和愿望
,

他们的政治纲领具有反帝
、

反封
、

反对官僚主义和要求民主的特点
,

并长期

参加 民主运动
。

这一点成为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在革命时期建立合作关系的政治基础
.

在 中国
,

由于革命与反革命的尖锐对立
,

民主党派的中问路线是行不通的
.

在抗日战争

时期
,

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
,

主张在抗 日战争中
,

进行中国社会的政治
、

经济改

革
,

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

国民党则坚持片面抗战路线
,

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

治
,

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秩序
。

民主党派的一些上层领导人希望在共产党和 国民党之间

走一条中间路线
,

采用改 良的办法
,

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
.

有些民主党派成立时
,

纲

领明确提出要走改 良主义的道路
,

希望国民党蒋介石能恩赐 民主
.

但是蒋介石集 团的独裁统

治却将他们这些幻想一次次碾得粉碎
。

国民党当局对民主党派不断进行打击迫害
,

或逼其流

亡
,

或威胁利诱
,

甚至坐牢
、

枪杀
。

在血的教训面前
,

民主党派逐渐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

目
,

逐渐抛弃 了对国民党的幻想
。

大多数民主党派表示愿意在共产党倡导的抗 日统一 战线

下
,

同共产党合作抗 口
,

直到抗战胜利
.

抗战胜利后
,

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
,

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
、

两种前途的大决

战
。

这时
,

民主党派的有些人对国共两党力量对比上的某种 均衡状态作了错误的分析和判

断
,

再次出现 了中间路线的一时活跃
。

他们在国共两党之间积极开展政治活动
,

又进行了一

番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尝试
.

19 4 6年7月
,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
,

宣告了民主党派建立资产

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彻底破产
。

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加紧对民主党派的迫害
,

各民主党派被迫转

人地下
.

历史再次证明
,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决不允许民主党派走一条独立的中间路线的
,

也再次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

各民主党派经过长期的磨难
,

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成为共同的选择
.

与国民党反动

派对民主党派残酷镇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
,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
,

一贯采取肝胆相照
、

荣

辱与共
、

长期共存
、

互相监督的方针
。

民盟被迫解散时
,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强烈谴责国民党

的法西斯暴行
,

另一方面告诫民主党派在革命和反革命的两营垒中
,

并无中间路线可走
,

并

在具体行动上热情帮助民盟迅速地在香港恢复活动
,

继续进行斗争
。

19 4 7年以后
,

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迅速发展
,

即将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
。

民主党派从亲身经历中看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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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
,

从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

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进军声中
,

中国共产党于 1 9 4 8年4月 30 日
,

在发布《纪念
“

五

一
”

劳动节 口号》中
,

号召各民主党派
、

各人民团体
、

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

成

立 民主联合政府
.

这一号召立即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
,

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
,

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谭平山在 1 9 4 8年5月写的 《适时的

号召

—
论中共

“

五一节
”

口号》一文中明确提出 :
“

领导的责任
,

更不能不放在中国共产党肩

上
,

这是历史发展上一种不容放弃的任务
. ”

» 194 9年1月
,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55 人联合

发布《对时局的意见》
,

表示
“

愿在中共领导下
,

献其绵薄
,

共策进行
,

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

命之迅速成功
,

独立
、

自由
、

和平
、

幸福的新中国之早 日实现
”

¼
.

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和

斗争中
,

各民主党派选择了接受共产党领导
、

同共产党合作的道路
,

这是中国各民主党派作

出的历史性选择
。

194 9年9月
,

民主党派 同共产党一道参加 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

参与制定了具有临

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

选举产生 了中央人 民政府
。

各民主党派领

袖和一些民主人士在各级国家政权机构中担任了重要职位
,

正式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制的格局
.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
,

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
。

他们

成员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

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

党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方面的一致性更加增强
.

在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目标下
,

中国的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中处于同共产党合作共事和参政议政的地位
,

而不是在野党
、

反对党
,

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互相支持
,

互相监督
,

共商国是
.

这充分显示了中国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的优越性
,

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所无法 比拟的
.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

的 :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

实行多党派的合作
,

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

的
,

也是我 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 ”

½
。

一些人在中国搞西方的多党制或两党制
,

实质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 同共产党相对立的反对党
,

否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

这是违背中国

历史发展规律和中国人民意愿的
.

三
、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

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客观要求和根本保证

马克思 曾指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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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¾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
,

简言之
,

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
,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

为消灭阶级
、

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

务是由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来保证实现的
.

新中国的42年
,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
,

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建立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

国家
.

同时
,

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 结合的

过程中
,

使自身更加成熟一个独立强大的中国屹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
,

中华民族任人摆布
,

任人欺侮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

新 中国40 多年的历史
,

特别是10 年改革和建设证明 :中国共产

党不仅必须和能够领导中国革命
,

而且必须和能够领导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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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

同样
,

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

中国
. ”

¿ 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

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
,

无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伟

大成就
,

借 口建设和改革 中的某些失误
,

极力散布失败主义情绪
,

妄图否定共产党领导和社

会主义制度
.

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

也是不得人心的
,

理所当然地失败了
.

的确
,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
,

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失

误
,

但是不能以此来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

首先应该看到
,

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

事业
,

是在经济落后 的东方大国中的一项空前的创造工程
,

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仿效
,

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

更应该看到的是
,

中国共产党是久经考验的党
,

能够经得住革命时

期各种挫折和失败的考验
,

同样
,

能够经得住建设和改革时期各种挫折和失误的考验
。

再

次
,

还应该看到
,

中国共产党具有理论联系实际
、

密切联系群众
、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

风
,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任何资产阶级政党的地方
。

取得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政党
,

虽

然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

但它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 自我批评
,

因

为它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尖锐对立的
,

如果它把自己腐朽的本质和压迫剥削

人民的真相公诸于世
,

那就等于宣布了自己的垮台
。

中国共产党没有 自己的特殊利益
,

一切

活动都以为人民谋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
.

所以
,

它从不掩盖 自己的错误
,

勇于纠正 自己的失

误
.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
,

中国共产党在纠正 自己错误的过程中
,

充分表现了彻

底唯物主义的态度和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
。

列宁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 : “一个政党对

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
,

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
,

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

负义务 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
。

公开承认错误
,

揭露错误的原因
,

分析产生错误的环

境
,

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
,

—
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

,

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

务
,

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
,

以至于群众
. ”

À 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到
,

中国共产党确

实是这样一个郑重的党
,

一个名副其实对本阶级和对全体人民的利益高度负责的党
。

当前
,

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的指引下
,

满怀信心地进

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
,

世界人民对于中国的改革和建设寄予深切的希望
.

任何怀疑
、

削

弱
、

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企图都是没有根据的
。

处在世界风云变幻 中的中国共产党人

和中国人民深知
,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

离开共产党执政
,

就意味着全国各

族人 民重陷灾难
.

我们应当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爱护中国共产党及其执政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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