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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扩展人民权利  

  《瞭望》：发展民主政治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追求。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道路并不

平坦，特别是由于选举而陷入混乱和动荡的国家屡见不鲜。其中是否存在一些共性的原因？ 

  房宁：人们曾把因推行民主政治而导致政治混乱的现象称之为“民主失败”。 

  民主的本意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大多数人的统治，是人民的主权。那么为什么实现人民主

权，扩大推行社会民主会导致社会的混乱？观察一些国家的“民主失败”，我们认为这当中主要有两个

表面上的原因。 

  一是竞争性的选举带来了加大社会分歧的效应。 

  二是人民权利的扩大，导致了政治参与超过了政治制度本身的承载能力。 

  我们可以称第二种情况为“权利超速”。人们权利意识的迅速增长和政治参与的迅速增加，一旦超

越了社会条件和体制承载能力，就会导致混乱，甚至是制度的瓦解和民主的失败。 

  《瞭望》：为什么到目前为止，从总体上看中国没有出现“权利超速”和“民主失败”？ 

  房宁：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中国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于人权，对于人民权利等问题有着正确、切

合实际的认识。同时，对待人民的权利，采取了循序渐进的发展策略。中国渐进的改革最重要的含义

之一是从实际出发，逐步地发展和扩大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将权利神圣化、绝对化，中国没有以先验

的、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权利问题。 

  《瞭望》：“天赋人权”是西方人价值体系中的基础概念，这是否适用于中国人？ 

  房宁：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不认同“天赋人权”的理念。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们认为，权

利在本质上是历史的，是相对的。人们只有在具备了条件的情况下，才可能享有相应的权利，即人民

权利的发展要与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相协调。 

  在中国，我们十分重视民主概念、权利概念中的实际内容，而不仅仅是形式。这样的认识，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代中国所处的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整个民族所面临的主要任务。 

  在处于工业化关键时期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中国人民更加重视因经济发展、综合国力增

强和生活水平提高而表达出来的权利发展。换言之，就是中国人民更在乎国家的权利、集体的权利和

个人的经济社会权利。 

  《瞭望》：党的十七大提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区差异较大

的国家，如何进行保证政治参与的有序性？ 

  房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十分强调在法制的前提下和基础上实行有序的政治参与，这是直接

吸收了“文革”破坏法制的惨痛教训而得出的经验。所谓有序的政治参与，核心问题就是政治参与要分

层次地进行，即保证政治参与应当具有这样三个相关性： 

  第一，利益的直接相关性。 

  第二，信息的相对充分。 

  第三，责任的相关性。 

  由于社会政府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经验不对称以及利益的局限性，政治参与必须分层次进行。

也就是说要区分不同的事物，根据利益是否直接相关、信息掌握是否相对充分、结果影响是否明显为

原则来引导相关性强的群体以及代表，分层次地进行政治参与，这就是所谓的有序的政治参与。那

么，掌握直接相关性、信息充分性和责任相关性的原则，就可以既保证人民群众对国家政治生活参与

的权利，又可以防止参与的无效与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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