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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和人民共和国国体思想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与我党统一战线理论与政策的不同发展阶段相联系，毛泽东关于人民共和国国体的构想也分别

经历了“人民的统治”“工农民主专政”“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等不同发

展阶段。这并非巧合，它表明统一战线确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政治现象和政治生态，是毛泽东在

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勾画未来新中国国体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事实上，实行人民民主专政

制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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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发

挥了决定或支配实际行动的作用①。这种作用的最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我党创造性

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统一战线理

论，并成功地将其付诸实践。对于这个我党克敌制胜的首要法宝，毛泽东不仅称之

为 “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②，还提出了 “统一战线

的政权”“统一战线的专政”等政权思想，把统一战线提升到国体的高度并设计了

与之相应的政体形式③，科学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核心问题。纵观毛泽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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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论述可以发现，他关于未来人民共和国国体的构想经历了一个动态发展过程，

并始终与其统一战线思想相关联，二者之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这并非一种巧合，

它表明统一战线确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政治现象和政治生态，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勾画未来中国国体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然

而，这一点在过去似乎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注意①。

一、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与 “人民的统治”国体观

五四运动时期，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掀起

了一场轰轰烈烈的 “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运动。在对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学

说进行比较之后，毛泽东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

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② 他还指出，由于

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先进分子提供了 “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

具”③，从而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以及如何建立新中国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列宁东方革命理论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党的二大通过了

《关于 “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后又在三大上通过了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

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明确提出了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进行国民革命的思想。
1924 年初国民党一大之后，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起来。在次年

初召开的中共四大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坚持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

权问题以及与农民建立同盟军的思想，并主张建一个 “真正平 民 的 政 权”的 共

和国④。
与此同时，毛泽东关于国家政权的思想也开始萌芽。1926 年 6 月，他在广州

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时曾谈到: 列宁著有 《国家与革命》一书，把国家说的很清

楚，“国家是一个阶级拿了压迫别一个阶级的工具。我们的革命民众若将政权夺在

手中时，对反革命者要用专制的手段，不客气的压迫反革命者，使他革命化; 若不

能革命化了，或赐以惨暴的手段，正所以巩固革命政府也。”⑤ 在这里，尽管他没

有直接使用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家等概念，而是使用了 “革命

民众”“专制”“革命政府”等说法，但事实上已经触及到了未来国体的问题。尤

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这里所说的 “革命民众”，实际上就是 “最大多数人民”，包

括种田的农人、做工的工人、转运贸易的商人、殷勤向学的学生和其他不管闲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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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及小孩子①。特别是工人和农人，在他看来就是未来政权的主人，他们享有

“自己处理自己的事的完全主权”②。毛泽东的这种 “主权在民”的观念，大约受

到清末民初从西方舶来的政 治 学 说 的 影 响，且 极 有 可 能 是 直 接 受 到 梁 启 超 的 影

响③。不过，与梁启超深受英国保守主义影响、一向反对变更国体的主张不同，毛

泽东对 “主权在民”另有自己的理解，他说: “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

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

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
地主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

统治。”④ 显而易见，毛泽东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法，将西方

关于 “主权在民”的话语转换成中国政治话语，如 “人民主权” “革命民众的统

治”等，从而消解了西方 “主权在民”的原有内涵，初步提出了建立人民革命政

权的主张，并表示要对西方的 “公民”概念保持警惕⑤。
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展开，毛泽东在中共二大提出的建立统一战线性质的

“真正民主共和国”以及四大提出的无产阶级要掌握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基础上，进

一步提出: 中国革命的目标是创建一个 “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或曰 “人民

的统治”的共和国⑥。他的这一主张，实际上就是后来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

的，要建立一个有别于欧美资产阶级专政和苏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三种国家形态。
只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对毛泽东来说还是就全党而言，由谁来承担这种新型

国家的领导权，还是一个尚没有清晰答案的问题⑦。正如毛泽东所说: 这次大革

命，“基本地说，是在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

级及其政党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合作之下进行的”⑧，且是由 “左派的国民党党员作

指导”⑨。即使到了 1940 年初创立新民主主义论时，毛泽东也只是谈到无产阶级

“领导或参加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瑏瑠，并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未来

国家的领导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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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农联盟统一战线与 “工农民主专政”国体观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不仅明确提出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

取得的”，还结合党在建立统一战线中的失误，强调了 “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

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①

此后，随着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的开展，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领导革命、建立

“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② 的局部实践，其最重大的成

就之一，就是创立了以工农联盟统一战线为基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931 年 11 月 7 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

立，并通过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关于国体，《宪法大纲》规定，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是 “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军阀、官僚、地主、豪绅、
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

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 关于政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 “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

会议 ( 苏维埃) 的大会，在大会闭会的期间，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

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

决议案”③。可以看出，毛泽东和我党关于 “人民主权”的思想，在这部 《宪法大

纲》得到充分体现，并首次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得到保障。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尽管 《宪法大纲》并非出自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苏区共产

党人之手，而是由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主要根据 1918 年苏俄宪法

共同起草的④，但毛泽东对 《大纲》草案也是赞成的⑤。后来，在毛泽东担任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期间，从实际出发曾主张对 《大纲》规定的某些内容加以变通。
比如，由于当时我党放弃了土地国有化政策转而实行土地归农民私有的政策，面对

根据地存在着大量私人经济的实际，他强调 “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

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⑥。再如，由于根据地几乎没

有机器工业生产，也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因而他认为苏

维埃政权专政的对象主要是土地占有者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一九二七年至现

在，我们领导的土地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革命的任务是

反帝反封建，并不是反资本主义”⑦。不过与当时坚持 “左”倾错误路线的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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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要求在实践中严格区分地主和富农，采取 “联合中农”的土地革命路线，

以 “揭破地主富农对于中农的欺骗，使中农脱离地主富农的影响，团结在贫农周

围，一致向地主作斗争”①。在他看来，实施这些政策的目的在于 “巩固工农在经

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

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②。换句话说，这些政策正是为巩固工农联盟统

一战线而服务的。后来，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告诫全党一定要注意避免重犯 1931 －
1934 年所犯过的 “左”倾错误，并谈到: “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

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③

与上述思想认识相联系，毛泽东也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称之为 “工农民主共

和国”，认为苏维埃政府是具有统一战线的性质的 “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联盟的政府”④。可以看出，他这时所主张的 “工农民主共和国”及其具体建设构

想，实际上已蕴涵着后来的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思想的萌芽。有学者曾指出，

我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建立的 工 农 联 盟 统 一 战 线，既 不 同 于 马 克 思 所 说 的 当 农 民

“被抛到无产阶级队伍”后所形成的工农联盟，也不同于恩格斯所说的城市无产阶

级与乡村农业工人的 “天然联盟”，而是在苏共和共产国际影响下形成的、具有中

国特色的工农联盟，目的在于在乡村建立工人阶级与贫农、中农的巩固联盟，以便

打击地主、孤立富农。因此，这种工农联盟既不是乡村手工业工人与农民之间的联

盟，也不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与农村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广泛联盟⑤。这种工农联

盟或者说统一战线，实际上是由我党当时所处的特殊斗争环境所决定的，再加上党

内教条主义的严重干扰，最后导致了中央苏区在工农苏维埃政权建设上的严重弊端

和 “左”倾错误。对此，毛泽东后来曾不止一次指出: “瑞金时代是最纯洁、最清

一色的了，但那时我们的事特别困难，结果是失败了”，党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

始长征，“长征二万五千里不是因为有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⑥。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 “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国体观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在系统总结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我党建立统一

战线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尤其是在总结中央苏区工农苏维埃政权建设经验教训

的基础上，创立了新民主主义论，不仅阐明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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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而且回答了新民主主义国家

的国体和政体问题，勾画了未来统一战线性质的国家政权的蓝图。关于未来新政权

的性质，毛泽东指出: “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

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

的专政”; 这种政权与苏联的无产阶级的专政不同，“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

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①。他还形象地比喻说，

这种政权就是要 “有饭大家吃”，“既然有饭大家吃，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

专政”②。所谓 “统一战线的专政”，就是未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而我党在

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建立的 “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实际上就是这种国

体的雏形。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这种政权在人员的分配上， “共产党员占三分之

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在人员的

产生上，必须 “经过人民选举”; 在政权组织形式上，必须实行 “民主集中制”③。
这一构想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具体实践，使我党跳出了在苏联式苏维埃和西方式国

会之间兜圈子的怪圈④，在中国革命 “尚未成功，国内除我们边区等地而外，尚无

民主政治的事实”⑤ 的基础上，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因此，自

1935 年瓦窑堡会议至抗战结束，毛泽东几乎不再使用 “苏维埃”一词，当他在 1948
年 9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重提 “苏维埃”时，对其采取的已是彻底否定的态度⑥。

在毛泽东看来，这种 “统一战线的专政”的具体实现形式就是 “人 民 共 和

国”: “中国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口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人民共和国应当首先代

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是人民共和国去掉帝国主义压迫，使中国自由独立，去掉

地主的压迫，使中国离开半封建制度，这些事情就不但使工农得了利益，也使其他

人民得了利益。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⑦

后来，毛泽东也曾使用 “民主共和国” “人民民主的共和国” “新民主主义共和

国”“新三民主义共和国”和 “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⑧ 等概

念来指称未来新政权，但都是在这种 “统一战线的专政”或 “统一战线的政权”
的意义上来使用的。正是在这一思想引领下，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将全国人民

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又于抗战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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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结束之际提出了建立 “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进一步深化和明晰了其统一战

线国体观。
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根据，毛泽东指出: “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

主义……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

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能是完全的空想”，

因此 “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

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

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①。这实际上是其统一战线国体观

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从逻辑上看，建立联合政府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政策和实践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毛泽东着眼于敌我力量对比和战局变化而提出的

国共政治谈判的一个筹码，且这一主张所带来的实际政治效应远远超出了毛泽东本

人的预期②。联合政府主张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主要原因在于它把第三方面

政治力量参政的问题提了出来，最大程度地代表了第三方面政治力量的现实利益，

而这个问题又恰是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面政治势力所不敢提出的。正因如此，中

国共产党找到了与民盟等进步力量建立统一战线的共同政治基础③。由此可见，统

一战线一旦被纳入政治上层建筑领域，便立刻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一旦它从一

种策略手段上升为一种战略原则，它所具有的能量和效应就大大超出了其基本使

命，而成为具有决定全局和长远的政治法宝”④。在此基础上召开的 1946 年政协会

议 ( 即旧政协) 最后虽以破产而告终，但它所留下的政治遗产，即以和平民主协商

的方式完成国家政治制度建构的路径，却对毛泽东后来规划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产生了

深刻影响，也使得我党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实践更加自觉。

四、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与 “人民民主专政”国体观

1946 年 6 月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适时提出了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为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和新任务。随着战场上敌我力量的实质性转化，毛泽东

发出了 “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认为 “中国新民主

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

可能的”，并且明确指出，成立联合政府是 “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⑤。
这表明毛泽东已开始着手规划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蓝图。

1948 年 1 月，在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毛泽东在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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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三大经济纲领的同时，还首次提出将建立 “中华人民

共和国”: “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 ，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

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① 按照他的构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体上仍

然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和统一战线性质的，所以他有时也称之为 “人民大众的新

民主主义共和国”或 “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② 等。例如，在他审定的 《中共中

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 ( 草稿) 》中，就强调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经济是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认为 “新民主国家企业中的劳动者

已经是不被剥削的人们，他们所生产的用于扩大再生产和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属于

剩余价值的部分，不能认为被剥削”，这就为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新中国的政权建设

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这个文件中毛泽东还指出，所有劳动人民即无产阶级、农民、
独立劳动者以及一切受人剥削的人，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基

本力量，“无产阶级，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任务，是联合自由资产阶级，以人民

民主革命的方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建立中华人

民共和国”③。这就进一步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和统一战线性质。
1948 年 4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发布了著名的 “‘五一’劳动节”口号，吹响了多

党合作协商建国的号角，揭开了筹建新中国的序幕。随着各界民主人士纷纷到达解放

区，我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建国问题时逐渐达成共识。在李济深、沈钧儒等 55 位爱国

人士联合发表的 《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中，批判了当时存在的走 “中间路线”的

幻想，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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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毛泽东、朱德代表中共

中央发表的 《复李济深等五十六人电》中，声明愿与 “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心，

再接再厉，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④。6 月 1 日，中宣部在重印列宁 《共产主义

运动中的 “左派幼稚病”》第二章所加写的前言中，首次提出了 “人民民主专政”
的概念，并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质不同，对人民民主专政与无

产阶级专政进行了区分⑤。关于人民民主专政问题，毛泽东在同年 9 月召开的中央

政治局会议上做了明确阐述: 我们政权的阶级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

为基础的，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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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49 年的新年献词中，毛泽东不仅发出了 “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还

明确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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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①。1949 年 6 月，他又在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全面阐

述了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政权问题，并将统一战线以及建立在统一战线基础上的人

民民主专政称作 “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之一②，这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政权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年 9 月 21 日至 30 日，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共同纲领》，以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府组织法》等，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 《共同纲领》和 《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都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充

分体现了新政权的统一战线性质，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界进步力

量协商建国的共同政治基础。

五、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我党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始终是毛泽东政权思想和国

体思想的一个重要立足点，二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关联性，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不同

阶段有着不同的内容，呈现出不断深化发展的特点。特别在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以

后，毛泽东更是把统一战线提升到国体的地位和高度，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在毛泽

东看来，中国最终必然走向社会主义，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特殊的经济社

会发展状况、阶级阶层结构以及革命的主要任务，都决定了没有哪一个阶级能够单

独完成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任务，只有通过建立统一战线以及统一战线性

质的国体，才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只要掌握了统一战线这个克敌制胜的

法宝，就能够将中国社会各革命阶级和阶层紧密团结起来，最终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然而，中国共产党以消灭剥削和剥削阶级、实现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这一目

标与统一战线性质的国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冲突，即如何来理解作为政权基础之一的

民族资产阶级的性质和地位问题。为此，毛泽东提出了 “人民主权”或 “人民民

主”的概念，把所有统战对象都纳入到 “人民”的范畴中: “人民是什么? 在中

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

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

府”。③ 这一思想认识有利于破解把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简单对立的难题，

是一个巨大的理论创新，从而为人民政协和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不

仅如此，建立在统一战线基础上的 “人民民主”，还突破了西方多党竞争民主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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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式，开创了非竞争性民主即协商民主的先河，这也是毛泽东在民主理论上的一

大创举，并深受党外民主人士认可。例如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有人就发

自内心地说: “民主集中的讨论方式的确是寻求真理的有效手段。……保证了大家

都有充分的发言权，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做到了反复讨论，不厌求详，做

到了多数起了决定作用，少数心悦诚服。这才是真正的、彻底的民主。……反过来

看一看那衰老了的旧民主主义的议会政治，只残留了民主的形式，早已丢弃了民主

的内容，多数党和少数党各自为着少数金融寡头的利益，在议场上扮演一番，以欺

骗多数的人民，简直像破鞋子、破扫帚一般的毫无价值。”①

不过也需要指出的是，在毛泽东看来，这种统一战线性质的国体或作为国体的

统一战线，只适合于新民主主义时期，是暂时的、过渡性的，“是一个楼梯，将来

还要上楼，和苏联一样”②。他还指出，只有在新民主主义中国 “这样的阶级社会”
中，统一战线政权才是一种 “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因为这种社会 “既区别于

人类历史上分裂为阶级以前的原始的共产主义社会，又区别于阶级被消灭以后的新

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后一种社会，现在已经在苏联存在和发展。全世界一切人

类社会现在正向着苏联所走的道路前进，阶级社会的历史快要完结了”③。事实上，

在新中国诞生初期的政治实践中，人民政协全体会议仅是全国人大召开之前代行人

大职能的一个过渡形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出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出的

全国委员会即成为国家政权以外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协议机关”④。因此，在我

国建国初期有一个很独特的政治现象，即中央人民政府是以人民政协协商的方式成

立的，而省级及以下各级人民政府则主要是以各界代表会议或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

方式产生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如果人民代表会议没有建立起来，所有问题

不是经过人民代表会议解决，名字是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没有完全做到。我们不

仅要基本上做到，同时形式上要建立完备。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有它的内容，有它的

形式，……只有人民代表会才能充分表现出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内容”⑤。正因如

此，我国建国初期的这种 “统一战线政权”只能是一种过渡性产物，随着我国从

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加速到来，特别是随着 1954 年第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它很快便成为一个历史现象了。当然了，今天应该如何来评

价这一历史性转变的成败得失，还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问题，不过这已是另外一个

话题了。
( 责任编辑: 赵彩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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