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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群体的每一个

层次上都存在 着 民 主现

象
,

因此 可以说
,

群体

是民主赖以存在的环婉
。

从初级社会群体到整个复杂的人类社会
·

,

人际交往和

人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某些特殊方式是贯通的
,

民主 也
不例外

。

如果从群体规模
、

特征和功能的角度来认识 民

主
,

我了通常可以把人类社会存在 的各种民主形态分

为初级社会群休中的民主 包括家庭民主
、

邻里民主
、

小团体民主等
、

次级社会群体中的民主 《企业民主
、

工作民主等等
、

阶层和阶级民主
、

社会制度的民主

如政治民主
、

经济民主
、

文化民主等等
。

这一系

列民主形态既存在粉共性
,

又具有各自的特征
,

并且

相互之间通过某些中介环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

依据
不同民主形态在整个社会
民主体系所的起作用

,

可

以把初级社会群体和次级

社会群体中的民主视为整
个社会民主体系的基础民

主
,

而阶层和阶级民主以

及社会制度的民主则是整

个社会 民主 体系中 的主

体部分抑或称 为 主 体民

主
。

通常 一个社会基础

民主的状况如何
,

在很大

程度上规定 了该社会主体

民主的发展规模
,

基础民

主和主体民生之间的相互制约
、

相互 作 用 的辩证关
系

,

因此
,

民主的建设往往是倾斜的
。

主体民主的建

设关注得多
,

尤其是社会的政治民主
、

经济民主研究得
比较透彻

,

而 去础民生则没有得到足够的盆视
。

忽视
了民主建设的一体化效应

,

没有注意摘好社会蓦础民

主和主体民主时同步发展
,

这种失之偏颇的状况应加

以改变
。

社会主义民主 不仅仅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

经济

制度和文化制度的民主
,

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也不能

狭义地理解为民主制度的建设
。

它应当包括社会生活

各个领域中的民主建设
,

尤其是

征
,

而是社会各种现象中人际关系的抽象和总结象中的共性,民主不应该只是个别形态的人际关系的特

民主从来就不是单位领城中的个性
,而是诸多社会现

英 纪宏 ,
基础民主的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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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是主体民主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以往
,

人们住往习

惯于把主体民主粉成是社会民主 的全部内容
,

没有重

视签础民主在盆个社会民主体系中的作用以 乃鉴翻导

日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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