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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政治协商  

  《瞭望》：近年来，我国基层民主中协商民主的发展趋势非常明显，它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房宁：政治协商在当代中国已经成为一种范围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完备的民主政治形态。中国

的政治协商范围十分广泛，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成立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政治协商制

度的主要形式。 

  但在当代中国，政治协商远不止于全国政协，而是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重要的层次和不同

领域广泛存在。在基层民主政治实践中，也存在就重要公共利益、公共事务进行的协商，并且已经逐

步地制度化。如浙江省台州温岭的“民主恳谈”等。 

  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内部，民主协商也是一种基本的实现党内民主的机制和形式，是中国共产党

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内容。 

  中国政治协商的内容不断地发展、扩展、丰富。在中国的政治协商实践中，协商被广泛运用于政

治领导人的选拔和任用当中，成为政治录用和政治继承的一种重要机制。在现阶段，这对于我国民主

政治实践中的选举民主有着重要的补充作用，对于巩固和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加强其执政的正当

性，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同时，中国政治协商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规范化、法律化的制度形式，其形态也在不断地完备当

中。 

  《瞭望》：讲到协商民主，人们一般都会想到选举民主，是什么决定了一个国家对于民主形式的

选择？ 

  房宁：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形式，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面临的

主要任务以及国际环境，同时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个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这些都是一个国

家的国情中的基本因素。 

  民主政治大致上可以分为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着眼于当前中国的形势和任务，中国实际上选择



 

了以协商民主作为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 

  《瞭望》：选举民主不适合当代中国吗？ 

  房宁：竞争性的选举，作为一种民主的形式，其一般的价值是不能够否认的。但结合中国所处的

发展阶段，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这并不是中国现阶段民主政治发展的重点。 

  当代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时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发展的“黄金期”和矛盾的“凸显

期”，“二期”并行是中国发展到现阶段的一个阶段性的特征。 

  历史经验表明，竞争性的制度安排实际上并不适合于这一时期的社会，以竞选为代表的竞争性的

民主制度安排，其主要优点在于表达和选择的相对充分以及监督的有效性，但它也有明显的缺点，就

是有强化差别、扩大分歧的社会效能。 

  在竞争性的制度下，不同的政党和政治派别，必须明确和巩固自己的利益基础，突出本党派对某

一个社会利益群体的代表性，同时相应地排斥竞争对手及其所代表的利益群体。其表现就是各个政党

或政治派别以争夺权利为价值和目标，相互排斥，相互攻击，其社会效应就是在客观上强化本来就存

在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扩大矛盾。 

  这在台湾叫做“切割选民”，其社会的结果就是“撕裂族群”。加之，作为竞选结果经常出现的“赢家

通吃”现象，因而缩小与整合社会分歧，整合社会利益与促进社会和谐，实在不是选举民主的“长项”。 

  《瞭望》：西方发达国家选举民主的发展历程，有没有我们可资借鉴之处？ 

  房宁：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其历史上工业化发展的关键阶段，其竞争性的制度安排也曾经带来过

许多问题。 

  比如被誉为西方近现代自由民主发祥地之一的法国，1789年大革命以来，一共出现过五个共和

国。第一共和国变成了第一帝国，第二共和国再次变成了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差点变成了第三帝

国，而第四共和国是在历史上有名的不稳定和混乱的时期。只有到了上世纪50年代，建立了第五共和

国，也就是现在的法国，法国的民主政治才最终稳定和巩固下来。法国五个共和国的流变，是值得深

思的。 

  与法国历史上相似的现象，在德国的19世纪也出现过。战后，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国家工业化

的过程中，这类现象就更是屡见不鲜，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进一步讲，在当代发达的、富裕的、相对稳定的和社会共识较多的西方社会当中，竞争性的制度

安排的弊端还是能够被逐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上的，但是对于那些处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

的社会矛盾多发期的发展中国家，竞争性的制度安排的缺陷则表现得十分突出。 

  这正是造成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一选就乱，社会长期动荡不宁的重要原因之一。相比较而言，

协商民主的长处和优点就十分明显了。协商的前提与基础是参与各方的平等地位，协商的内容就是寻

求利益的交集，寻求最大的“公约数”，协商的作用就在于照顾各方利益，促进共同利益的形成。特别

是在矛盾的多发期、易发期，协商民主有利于协调社会矛盾，有利于求同存异，扩大共识。因此在我

 



看来，协商民主是最适合中国现阶段的民主形式，应当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和重点。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Copyright © 2005 www.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 网站声明 | 联系我们 

（浏览本网主页，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1024*7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