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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jor concept of people’s democracy in the whole process is the theoretical deepening of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 by 
the CPC. It follows the development logic of theory, history and practice, and is the broadest, truest and most effective socialist 
democracy that guarantees the people in a full chain, all-round and comprehensive way.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cept of people’s 
democracy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should break the initiative of democratic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that the West has long held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Exploring the practical path of constructing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of	the	entire	process	of	people’s	democrac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nstructing	influential	discourse	subjects,	enriching	the	
content of the entire process of people’s democracy discourse, and exp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hannels of the entire 
process of people’s democracy, telling the story of Chinese democracy to the world, establishing the image of a great country, and 
providing Chinese wisdo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democratic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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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深化，其遵循理论、历史、实践的发展逻辑，是全链
条、全方位、全覆盖地保障人民群众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同时，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要通过国际
话语权的建构打破西方长期掌握着的民主国际话语的主动权。从建构具有影响力的话语主体、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内
容、拓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国际传播渠道等方面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话语权构建的实践路径，向世界讲好中国民主故
事，树立大国形象，为人类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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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民主是全人类的价值，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

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

用的民主。”[1] 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西

方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是新时代政治建设的重大战略

和理论创新。然而在国际上，西方民主话语和学术话语长期

占据主要地位，中国的民主话语一直无法实现对西方民主话

语的替代，使得国际上都以西方民主模式作为衡量民主的主

要参考。因此，要突破西方民主的话语模式，建立中国民主

话语体系，构建属于自己的民主话语体系，不断提升民主话

语的理论性、叙事力、影响力，是构建全过程人民民主话

语权的迫切需要，是向国际社会展现民主政治特点的必然

要求。

2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逻辑

2.1 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民主理论
马克思经典作家以唯物史观为基本立场，对资本主义

民主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彻底的批判，认为西方代议制

民主只代表统治阶级和少数精英阶层的利益，将民主的范围

只是限定在选举范围之中。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想要实现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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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民主就必须将国家权力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在《共产

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

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2]“工人

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

管理。”[3]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的权利应该属于人民，

而无产阶级政权所采用的民主共和政体可以确保国家机关

在运行过程中始终受人民监督。列宁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民

主是国家中大多数人所享有的民主，是劳动人民的民主；资

本主义民主则是少数富人、剥削阶级、资产阶级的民主。民

主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来保证人民获得民主权利，使

各个政治运行过程中都体现人民的意志。

2.2 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民主实

践的理论升华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推翻压在中

国人民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这三座大山

的艰巨任务。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人明白了只有

建立起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才

能使中国实现民主集中。在之后的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

党在实践中探索出人民民主政权的组织形式。在抗日战争

以及解放战争时期，这一时期坚持“三三制”的民主原则，

规定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以及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

是党的民主政治建设上取得的重大成果。总之，新民主主

义时期党始终高举民主旗帜，在党内坚持民主集中制，实

现了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结合，同时加强了党与广大人民群

众的血肉联系。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确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民主的形式更加多样、程序更加完

善，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党内民主不断扩

大，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建设，使民主政治的参与更

加有序、范围更加广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不

断完善，政企关系、政社关系、党群关系等重大关系上取

得重大突破，党和国家政治民主化、社会和经济管理民主

化进程不断推进，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形成和发展开辟了

正确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

一时期社会主义民主体系不断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不

断凸显。党领导人民不断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形成以民主选

举、民主协商、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

的全链条的民主，同时推进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协同发展形

成全方位、全覆盖性的社会主义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彰显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体现了我国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政

治建设打好民主基石。

2.3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实践中走出的一条不同于

西方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
近代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民主政

治在发展过程中将民主“人民的统治”的本意变为了“人民

选择统治者”的民主，“人民”变成了“选民”，“民主”

变成了“选主”[4]。而在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只是体现

在选举上，而是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来管理国家事务

和社会事务。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中

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是装饰品，而是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实

际问题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3 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话语权的现状与构建
的必要性

3.1 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话语权的现状
近年来，西方民主国家不断出现政府失信、社会秩序

混乱、社会治理失衡等问题，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越来

越远离民主本来的含义和制度设计，西方民主话语已经不能

对自己的民主逻辑自圆其说，西方民主的国际话语权的统治

力也不断被削弱。与西方民主话语的现状不同，中国的全过

程人民民主展现出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和蓬勃的发展态势，中

国式民主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可，国际话语权也

在不断提升。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当前中国全过程人民民

主国际话语权的建构依然面临很多挑战，民主话语的概括性

和延展性还有待提升。一方面，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

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等还没有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

主流问题，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的学术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

力还有待提高。另一方面，中国民主发展解决了“有理可说”

的问题，但“有理会说的”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全过程

人民民主话语的建构和传播能力还有待提升，话语传播的广

度和深度还有待拓展。

3.2 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话语权建构的必要性
第一，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话语权的建构是打破西方

学术界民主话语垄断的迫切要求。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自己在

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从资本主义价值观出发来对民主进行

定义和制定标准，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的民

主发展和民主建设并不看好，在理论研究上就会产生偏见，

从而导致理论失真。因此，我们要用学术总结和提炼具有中

国特色的民主话语，打破西方学术界对民主定义、揭示以及

评价的学术垄断，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话语体系。

第二，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话语权的建构是提升中国

国际形象的现实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治理效能不断提升、

群众的满意度不断提高。但是中国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取得

的成就并未获得应有的国际认同和影响力，被长期占据民主

国际话语主导权的西方国家贴上“非民主国家”“威权”等

标签，不利于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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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话语权的建构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向世界诠释什么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从而获得世界

各国人民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中国式民主的认同和支持，

以国际民主话语权的建构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民主、开放、

文明、友好的大国形象。

4 全面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话语权的践
行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

失语就要挨骂。……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

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

好的一个重大问题。”[5] 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话语权的构建

要重视话语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加强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的

创新。通过构建具有影响力的话语主体、丰富全过程人民民

主话语内容、拓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国际传播渠道等方面构

建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权和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民主故事，

为全球民主治理提供中国智慧。

4.1 建构具有影响力的话语主体
第一，加强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研究队伍建设，构建

全过程人民民主学术话语主体。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理

论研究队伍要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逻辑、主要内容、理

论核心等话语内容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且将其转化为具有学

术思维的理论话语，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经验进行科学总

结，不断强化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通过学术话语表达出

来的能力。另一方面，要拓宽理论研究队伍的国际视野，要

掌握国际民主话语研究的前沿，对国际民主理论的产生、发

展历程、内涵要义、学术体系等进行系统梳理，不断用中国

的民主理论解构西方民主话语，以话语理论自信为中国民主

发声，讲好中国式民主的故事，用国际学术语言加大对民主

问题的交流和互动。

第二，扩大全过程人民民主民间话语主体的规模，提

高民间话语主体的思想理论素养。人民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直接参与主体，具有较强的传播能力和话语影响力。应引导

人民群众加强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学习，并鼓励人民群

众积极主动地传播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增强对全过程人民

民主理念的制度自信和话语自信，通过网络、宣传栏、移动

媒体等渠道加强话语宣传，让人民群众用喜闻乐见的方式阐

释、宣传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从而不断地加强话语影响力。

4.2 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内容
话语内容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话语权构建体系中的

核心要素，精确提炼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的价值内涵、核心

要义是构建国际话语权的现实需要。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话语内容需要着力总结提炼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核心和建

构话语框架。一方面，要总结提炼全过程人民民主核心话语。

要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容进行深入总结和提炼，将“以人

民为中心”“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等具有标识性的概念作

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核心话语内容加以阐释和传播。另一方

面，要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核心话语为基础，运用系统观念建

构以民主主体话语和民主实践话语为主要内容的话语框架。

要在话语框架中体现由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

政治制度共同组成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和“民主—集

中—再民主—再集中”的决策过程。通过对核心话语和话语

框架的分析、概括、阐释形成完整、全面、严谨的全过程人

民民主国际话语体系。

4.3 拓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国际传播渠道
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话语权的建构不仅需要话语主体

来研究、阐释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需要精炼的核心话语和

严密的话语框架，同时也需要有效的传播渠道将全过程人民

民主话语传播到国际社会。

第一，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话语的传播场域。要

加强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对外

宣传媒体；组织高校、理论研究机构等积极参与国际关于民

主研究的学术会议，与国外研究机构加强民主理论的研究，

不断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话语的影响力、说服力。

第二，创新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话语的传播媒介。传

播不是照本宣科地灌输，要用生动鲜活的方式和传播媒介把

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说清楚、讲明白。要充分运用网络、大

数据、元宇宙等先进的传播技术，更快捷、更有效地传播全

过程人民民主话语。要通过文字、图像、视频等多元化的叙

事方式，使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在国际社会中全方位地展

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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