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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现行宪法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莫纪宏  
 

  当前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仅仅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我

完善、自我革新的重要举措，也是一场严格意义上的实施宪法的工作。很多人只关注了“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政治意义，却忽视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际上也是实施我国宪法关

于“群众路线”相关规定的重要法律活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现“依宪治国”的

重要战略部署。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正式施行 3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非常

明确地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之后，围绕着现行宪法关于“群众

路线”的相关规定来依法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从“依宪治国”

的角度来看，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推进宪法实施工作的重要举措，也是依法治

国基本方略不断走向深入的关键步骤，完全符合法治精神。应当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放

到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来考察，而不应当简单地视为一项政治任务应付了事。 
  “群众”二字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文中就明确

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在上述论述中，

马克思、恩格斯将“群众”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石”。列宁也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政党

与“群众”的关系。列宁在《论立宪幻想》一文中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

和群众在一起。”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群众”问题的论述尚有语言翻译中的转译问

题，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群众路线”则是地地道道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作

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明确立场。在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关于“群众”问题的论述中，毛泽东同

志关于“群众”“群众路线”的论述含义最为清晰。在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一系列论述中，

“群众”与“民众”“人民”“人民群众”等词语的含义是相互等同的，都是指拥护中国共产党的

政治领导、支持人民的革命事业的人民大众，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人民性基础。毛泽东同志在《关

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

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上述论述界定了“群众”的性质必须是“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在《抗

战十五个月的总结》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

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此处的“民众”实际上是“群众”的别称。将“群众”与“人

民”相互通用来表述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随处可见。例如，在《学习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就将“人民”与“群众”两个词语结合起来

表述群众路线的要求。他指出：“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

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

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

自己学生的情况。”  
  “群众”二字在我国现行宪法的文本中得到了充分肯定，共有 9 处规定涉及“群众”。如第

24 条规定的“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

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第 111 条第二款规定

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

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

和提出建议。”有 4 处强调了群众的特征，即使用了“群众性”的表达方式，如第 21 条第一款规

定的“群众性的卫生活动”、第 21 条第二款规定的“群众性的体育活动”、第 22 条规定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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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文化活动”、第 111 条第一款规定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有三处涉及与“群众”相关的所有

制形式，例如宪法第 6 条提及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 8 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提到的“社会

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 
  从现行宪法文本中的“群众”二字立法原意来看，“群众”的内涵等同于“人民”，“群众性”

即“人民性”，“群众”与“人民”两个概念之间完全可以通用，只不过可以根据使用的场合不同

适当加以选择。故理解现行宪法中的“群众路线”，如果仅仅从明确规定了“群众”的条款去理

解是非常狭窄的，不符合宪法规定“群众”问题的立宪原意，必须要结合现行宪法的“人民性”

来全面系统地理解和解释现行宪法文本中的“群众路线”。 
  基于“群众即人民”的立宪原意，现行宪法在规定“群众路线”方面最主要的特征包括以下

5 个方面： 
  一是通过宪法文本明确了“群众路线”的具体法律要求和法律原则，这就是现行宪法第 27
条第二款明确规定的“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

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二是明确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宪法第 2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

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

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三是明确了“主要依靠”和“可以依靠”的人民群众的对象范围。首先宪法第 1 条明确规定

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对象范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次宪法序言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我国宪法所确认的人民群众

的法律内涵，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

的力量。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

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

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

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

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四是现行宪法通过具体规定人民的民主管理权利和公民基本权利的方式来规范“群众路线”

的法律形式。例如，第 16 条第二款规定：国有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

式，实行民主管理。第 17 条第二款规定：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依照法律规定选举和罢

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此外，宪法第 41 条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

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

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

进行诬告陷害。 
  五是现行宪法特别注重一切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既有一般性原则性

规定，又有特殊性要求。第 27 条第二款对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提出了一般性原则要求，

而第 76 条第二款则对全国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提出了特殊的法律要求，即“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应当同原选举单位和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听取和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

民服务”。第 111 条第二款还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

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

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总之，“群众路线”的内涵是渗透在现行宪法的序言、总纲和具体条文中，不仅提出了“群

众路线”的一般性宪法原则，而且还就具体的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何走“群众路线”

规定了比较明确的宪法义务和宪法职责。所以，从加强宪法实施的角度出发，只要严格和认认真

真地落实了现行宪法文本中关于“群众路线”的各项规定，当下正在全面推进的“群众路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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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活动”就具有法律效力，获得了宪法和法律保障，就有相应的宪法和法律义务的约束，而不

得随意走过场、搞形式主义，或者是仅仅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应付了事。必须要从实施宪法、推进

“依宪治国”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的实质，才能确保这项活动在具体的实践中产生实效、

不走样，并真正得到全社会公众的自觉拥护与主动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