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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48/2021_2022__E5_85_AC_

E5_85_B1_E7_AE_A1_E7_c72_448821.htm 材料一：“人类社会

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

府，还是他们永远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

”（引自[美]汉密尔顿等著：《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

馆1996年 材料二：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迈克尔罗斯金认为，

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的创造，当然，它们当中

的大多数经过了长期的演化，但在一个国家历史的关键时刻

人们有选择制度的机会。这给政治带来了创造性的因素。制

度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它是由

许多能力或强或弱的人小心创造出来的。历史的经验和历史

原因指导其形成。（引自[美]迈克尔罗斯金著《政治科学》

，华夏出版社2001年） 问题：政治制度是一种人为的创造吗

？那些人可以选择和创造政治制度？结合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的形成与发展，予以评论。 （字数1000字以上） 答：政治制

度是一种人为的创造。 中国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制度建设

中逐步实践、积累、创造建立起来的。 选择和创造中国根本

政治制度的人，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亿万中国人民。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全中国人民奋斗的成果和历史的选择 1954

年9月15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标志

着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正式确立。50年

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历经了

酝酿建立、曲折发展、重入正规和不断完善的过程，日益显



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

治制度，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 正如美国著名的政治

学家迈克尔&#8226.罗斯金所说“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

种人为的创造，当然，它们当中的大多数经过了长期的演化

，但在一个国家历史的关键时刻人们有选择制度的机会。这

给政治带来了创造性的因素。”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的坚

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我国逐渐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国家。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奔走呼号，力图解救人民于

水火之中。戊戌变法，百日维新，辛亥革命，建立国民政府

⋯⋯各阶级、各阶层、各种社会势力围绕中国建立什么样的

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展开激烈的斗争。 但无论采取何种

形式，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其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

资本主义利益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

的历史命运，中国人民仍然处于被压迫、被奴役、被剥削的

悲惨地位。历史的责任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中国共产

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了罢

工工人代表大会、农民协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

立了工农兵苏维埃，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了参议会，在解放

战争时期建立了人民代表会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从一

开始就为人民当家作主进行着不懈的努力，这些制度选择的

成功实践，为建国之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积累了经验。 

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国别背景

。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革命胜

利后建立的政权，既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专政，也不可能是

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只能是实行各革命阶级的联合

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与这种国体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



，既不可能采用旧民主主义的议会制，也不可能照搬十月革

命后的苏维埃制，而只能吸收革命统一战线内各革命阶级、

各方面代表人物共同参加人民代表会议，最后形成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它是由许多能力或强或弱的人小心创造出来的

。历史的经验和历史原因指导其形成。”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

物，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奋

斗、流血牺牲所取得的政治权利在法律上的认定，是具有中

国特色的人民民主专政形式的又一创造性发展。实践表明，

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仅为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

宪法原则的贯彻落实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也为国家机关的

科学分工、高效运作提供了根本依据。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政

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对美国人汉密尔顿的提问给出了强有力

的回答：人类社会完全能够真正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

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