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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孟子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是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进步性思想，二

者在国家权力的归属问题及国家治理方式上存在差异性，但都关注维护人民的利益、主张限制

权力。考察当代中国政治实践，孟子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演化为党的群众路线主

张和协商民主等形式，有利于凝聚社会共识，激发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孟

子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都强调人民的利益，为未来中国政治实践中民主与民本的融合发展提供

可能性，由此推动我国民主法治建设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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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孟子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是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

具有重要价值的进步性思想。尽管二者在“民本位”和“君

本位”问题上存在差异性，但二者都关注人民的利益，主张

限制权力，能够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结合应用。随着时代发展，

孟子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在实践中演化为党

的群众路线主张和协商民主等形式，既赋予二者新的时代价

值，又有利于推动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当代中国民

主政治建设既要积极吸纳民主思想的合理内核，又要继承和

发展中国传统民本思想。

一、孟子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比较

（一）孟子民本思想的基本内涵

1.民贵君轻

关于民本思想，孟子所做出最鲜明的表述是“民为贵，

社稷次之，君为轻[1]。”民是百姓，社稷是地神和谷神，君

是君王，贵是有价值，在这三者中人民是最有价值的。对国

家统治而言，孟子并不否认统治者利益的合理性，而是主张

全民的利益应先于统治者的利益，重民本，先义后利，从而

最终达到义利双全、社会和谐的局面。在《离娄上》中孟子

道“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2]”，

进一步分析了桀纣之所以走向统治崩溃，是因为不得民心，

不关注人心向背的问题。对比，孟子认为暴君不遵守道义，

百姓可以颠覆暴君的统治，“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

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3]，这

时臣杀的不是君，而是残贼兼具的“一夫”。‘民贵君轻’

也不是说人民的地位比君主要高，在专制社会的政治权力结

构中,君主的地位始终是最高的[4]”，这显然与民主思想相区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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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民之产

孟子主张“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

恒心[5]”，这是实行仁政，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基础。

“恒产”是社会经济财产，春秋战国时期百姓多从事农耕。

因此，孟子提倡分配给农民一定的土地，在《孟子·滕文公

上》中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

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6]”，实行井田制，实现

有田同耕的局面。百姓有了土地之后，生活安稳，才能够有

“恒心”，统治者才能够“驱而之善”，有效教化百姓。

（二）民主思想的基本内涵

第一，民主是实行多数人的统治，国家权力掌握在全体

人民手中，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通过政治参与，

个人或社区（或两者都相互作用）建立身份，个人在积极的

“社会和道德代理感”上获得自由。因此，参与的价值被理

解为身份和自由的自我构成价值[7]。”这是相对于专制统治

和独裁政治而言，废除等级制压迫和特权阶级，国家各项事

宜由民众共同商议、决策，提高权力运行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克服一人决策或少数人决策时的盲目性。

第二，“从权力与权利结构分析,民主首先是对国家权力

与公民权利在制度上的一种理性设计与安排[8]。”一方面，

是对行使国家权力的分配，重在强调权力主体方面是人民，

以及对各国家机关行使权力的约束，限制权力滥用，保障多

数人的利益。另一方面，是人民依法享有各项平等的权利，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三，“民主与集中、法治是不可分割的[9]。”国家机

关在行使权力时，必须广泛征求民意、集中民智，将维护人

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人民群众

的政治素质参差不齐，所以民主一定是有限度的，需要在党

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之下。民主是集中领导下的民主，集中

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二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

（三）民本与民主思想比较

首先，孟子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最大的差异在于国家权

力的归属问题及国家治理方式。受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孟

子虽然提倡民本，但在他看来君王的统治地位仍然是最高的。

民本是在重视民意、符合仁义的前提下，维护统治者的政治

利益，“仍然是君主本位的，只不过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看

到了人民的重要性，并未真正意识到人民的主体性[10]”，归

根到底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民主思想则强调人民当家做

主，突破了君臣关系和等级制度，讲究人人地位平等、权利

平等，充分肯定个体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国家或政权的合法

性必须以尊重人民的利益和意愿为前提。

其次，民主思想中蕴含孟子民本思想的精华，并进一步

发展了民本思想。从民生方面看，孟子“制民之产”的经济

主张，是从物质方面保障人民的利益，当代民主将其进一步

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从国家治理方式上看，

孟子倾向于“以德治国”，实行“王道”，依靠统治者的自

我约束力和仁心，反对只关注统治者利益的“霸道”。民主

思想既注重个人品德修养，又看到了道德的约束力不足以维

持社会的合理运转，因此，进一步发展了民本思想，强调德

治与法治相结合，实行依法治国。

最后，孟子民本思想主张“以民为本”，顺应民心，是

对绝对君权的抑制，却又维护君主统治；民主思想则主张“以

民为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

关注人民。但孟子的民本思想顺应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结构，

人民和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命令与臣服的关系，因此其

主张“以民为本”满足人民的需求，也只能劝诫君王“不违

农时”“使民以时”，实现对人民最基本生存层面上的满足，

不可能上升到自由、平等、公正等更高层次的民主范畴。

二、民本与民主思想在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的现

实考察

（一）民本思想在当代的实践

第一，党的群众路线强调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维护人

民群众的利益，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

人民团结奋斗[11]。”当党群关系出现矛盾时，中国共产党善

于自我批评，敢于面对群众，积极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根本宗旨。

第二，针对孟子“制民之产”的民生主张，当代更是延

伸了“产”的范围。我国不仅注重发展国内经济，还积极参

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强国际贸易与经济交流，为民

生发展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不仅关注整体的经济利益，我

国也紧扣少数群体问题和关乎人民利益的关键领域，致力于

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和污染防治攻坚战，制定各个时期的相

应计划，有步骤、分阶段地处理社会问题，极大地提高了人

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

（二）民主思想在当代的实践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采取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相结合

的方式，既以制度形式保障了人民群众的选举权、监督权等

权利，激发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又提高政

治运行效率，契合我国作为人口大国的现实情况。另外，民

主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创新性发展，表现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和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强调政治

生活中主体和权利的广泛性，而且注重民众政治参与过程中

的贯穿性，“民主领域贯通纵向层面上的中央、地方直至基

层的各个层级；民主的流程“全”，体现于民主选举、民主

决策、民主管理、民主协商和民主监督五大民主程序的逻辑

闭环[12]。”另一方面，协商民主的过程就是“在人民内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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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广泛商量的过程，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就

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

过程，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13]。”在这一过程中能

有效协调各方利益，在尊重个人利益的前提下维护集体利益，

支持民众多元化诉求表达，有利于凝聚社会共识，减少社会

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安定。

三、民本与民主与我国未来政治实践的可能性路

径探究

（一）民本与民生的未来实践路径

第一，孟子民本思想中蕴含着“制民之产”的民生举措，

主张从物质层面保障民主，启示我们一定要坚持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当代我国民生实践领域

中面临的收入分配差距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归根到

底还是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对此，应贯彻实施可

持续发展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大力发展生产力，确保

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第二，孟子的民本思想未真正从人民的立场出发，君主

专制下虽然也曾出现“贞观之治”“文景之治”等盛世，但

“在中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一般只在王朝前期通过分配土

地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民生，而到了王朝统治的中后期，随着

统治阶级统治地位日渐稳固，他们就会加重对民众的剥削

[14]。”这从侧面启示我国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以贯之，

持续推进民生建设。尤其是对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与

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的行业，都需要循序渐进、长久地

统筹发展。

（二）民主与法治的长久建设

孟子的民本思想本身更倾向于“德治”，德治的涵盖性

比法治更广，但德性对人的约束力和强制力不足，缺乏制度

保障。法治是社会道德的底线，以法律形式能够发挥强制性

作用。因此，民主必须与法治相结合才能有效发挥作用，而

法治建设中也应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辅之德治的“软

约束”，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保障现代化民主建

设。其一，要在符合基本道德规范和宪法基本要求的基础上，

建立健全责任制度、选举制度、政党制度等，为民主发展提

供完备的制度保障。其二，公民权利要受到法律的充分保障。

现行法律确有保护公民权益的有关规定，但当公民权利受侵

害时，维权的程序较为复杂，不利于民主进程的推进，对此

简化维权程序将是民主法治建设的一大突破点。其三，当代

中国民主法治建设中政府仍然起着关键作用。

（三）民主与民本的可能性结合

孟子的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最显而易见的融合之处是

重视人民的利益。民本思想强调从物质上保障人民基本的生

存利益，而民主思想不仅主张物质利益的满足，还追求更高

层次的个人权利和个人价值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实现，二者

相结合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启示是从多方面维护人民的

利益。对此，在国家治理方式上，需加强构建个人、社会、

政府一体化的合作治理模式，从事关人民利益的教育、医疗

等重要问题入手，调动公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激发公民的

主人翁意识。另外，“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中，民主思想和民

本主义思想其价值取向几乎都是一致的，那就是限权。限权

才能利民，限权才能让人民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15]。”这

种限权在当代中国体现为依靠完善法律制度来规范权力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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