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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3_95_EF_BC_8D_E7_c25_21142.htm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体 国体即国家的性质、国家的阶级本质，它是由社会各阶

级、阶层在国家中的地位所反映出来的国家的根本属性。国

家的性质主要是由各阶级、阶层在国家中所处的统治与被统

治地位所决定的。 宪法第一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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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

家。它的基本特点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①以工人阶级为领

导阶级；②以工农联盟为阶级基础，以知识分子为依靠力量

之一；③以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政治联盟；④公有制为主

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经济制度为基础；⑤以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文化基础；⑥以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

人实行专政的有机结合为内容构成。 人民民主专政是新型民

主与新型专政的有机结合。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理

论在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表现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

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两个主要方面。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是

实现对敌人专政的前提和基础，对敌人实行专政是人民民主

的必要条件和切实保障。民主与专政是统一的辩证关系，两

者紧密相联、相辅相成。 二、爱国统一战线和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 宪法《序言》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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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

战线是不同的阶级、阶层、政党、团体等各种政治力量的联

合，是中国人民最广泛的团结。它包括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两个大联合：一个是工农联盟，它是统一战线的基础。

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和建设者、爱国者的联盟，它是比

工农联盟更为广泛的联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

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的重要组织形式。宪法《序言》规定：“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 三、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民

主政权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

一部分劳动者和一部分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

党领导、同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共产党

不向各民主党派直接地发号施令或者下达指示，而是提出符

合人民利益的政治主张，同各民主党派协商，有时甚至要进

行多次反复协商，充分听取、吸收各民主党派的意见，然后

形成正确的方针、政策或者政治主张，实行对国家的领导。

作为参政党，我国各民主党派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

职务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法律、法

规以及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我国的历届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中，都有一定比例的人民代表来自各民主党派

，并有一定数量的各民主党派的人员在国家行政机关及其他

国家机关任职，以至担任领导职务。 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政体 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l）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概念。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指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

民；人民在普选的基础上选派代表，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其他国

家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对人民

代表大会负责；人大常委会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人民

代表大会向人民负责。 (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 ①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出来的

，因而是适合中国国情的；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比较全面地

体现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便

于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从政治组织L保障人民实现当家作

主的权利；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既保

证了国家权力的统一，又使各个国家机关更好地分工合作；

既保证中央的统一领导，又便于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 五、单一制国家内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现行宪法第四条规

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

，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

离的部分。”这表明，我国不采取联邦制，而是坚持单一制

的国家结构形式。在统一的国家内，以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

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指在统一

的祖国大家庭内，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以少数民族聚

居区为基础，建立相应的自治地方，建立自治机关，行使自

治权，使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管理本民

族内部地方性事务的权利。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①民族自

治地方是国家统一领导下的行政区域，即民族区域自治以祖

国的统一、领土的完整为前提；②民族区域自治必须以少数

民族聚居区为基础；③以民族自治为内容，即民族自治权是

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 民族自治地方包括自治区、自治州、

自治县三种类型，不包括民族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是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民

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宪法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

，同时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

使自治权。 民族自治权主要有：根据本地区情况，贯彻执行

国家的法律和法规、政策等；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管

理地方财政；自主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经济建设事业；自主

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依照法

律规定，可以组织本地方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队；使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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