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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人民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并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相协调扩大和发展人民权利，以发展

协商民主为重点 

  2009年9月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召开后，多位政治观察家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因应世情、国情

和党情之变，提速党内民主，探索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中国式民主政治道路”。 

  就在十七届四中全会召开前10天的9月4日，80岁的美国著名未来学者约翰·奈斯比特推出了他的新

著《中国大趋势》中文版。奈斯比特认为，中国没有以民主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局面，而是以

一党体制实现现代化，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纵向民主，形成稳定的关键。他还预测，在未来几十年中，

中国不仅将改变全球经济，而且也将以其自身的模式来挑战西方的民主政治。 

  近20年来，伴随着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快速发展的惊讶与疑惑，“中国崩溃论”、“中国崛起论”、“中

国威胁论”此消彼涨。在这样的背景下，系统总结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经验，既是继续发展和完善中

国民主政治的需要，也是对于外部关注中国民主的一种回应。 

  放眼未来，当各国逐步走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步入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的下一个支撑

点在哪里？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其中能够提供怎样的发展动力？更加令人关注。 

  年前，《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了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他认为，当代中国经济社会

的建设和发展，保障人民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并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相协调扩大和发展人民权

利，以发展协商民主为重点。“这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三大基本经验”。 

  调动两个积极性  

  《瞭望》：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飞跃和进步，

世界都在关注“中国模式”。在您看来“中国模式”是什么？ 

  房宁：中国的确正在形成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或者说中国的模式已经初步地具备了它的形态，

这条道路就是促进和维护中国发展进步的制度体系。 

  中国的民主模式的官方表述是：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它具体表

现为四项基本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正是这“三统一”和“四制度”构成了中国模式的政治框架。 

  中国模式在这种规范表述的背后的具体内容是，中国的制度有利于调动两个积极性：一个是市场

的积极性，实际上也就是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另一个是政权的积极性，也就是政府的主观努

力、科学规划、合理安排和坚持执行。 

  《瞭望》：改革开放30年来，人民权利的释放更多的是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 

  房宁：有人认为中国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大大落后于经济体制改

革。坦率地说，这样的见解是不正确的，是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 

  中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启动的改革开放，首先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比如：废除事实

上存在的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使大批拥护改革开放

的年富力强的领导干部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使中国的改革“新政”有了组织的保障；还有废除“人民公

社”体制，给予当时占中国人口70%的农民以经济自由；实行“简政放权”，调动地方政权和基层组织的

积极性实行宪法改革，废除“文革”中的“四大自由”，恢复社会法制。 

  正是这四大改革，保障了人民的权利，扩大了人民的自由，为经济体制改革开辟了政治上的前提

和道路。 

  《瞭望》：中国体制擅长于“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取得了现在的成

就？ 

  房宁：集中体制资源、集中民智、集中民力是中国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

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中国不仅要改变自己的面貌，而且还要追赶世界，这是中国作为一个曾经落伍大

国的历史命运。 

  作为一个落后的国家，要追赶世界，自然是不能够按步就班地发展的，因为那样只能永远落在世

界的后头。因此，中国这样的国家，必然要实行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战略性的发展，也就是说通过战

略的规划，集中资源，强化发展，并且一以贯之地加以长期坚持与执行，这些就是我所说的“战略性

发展”。 

  其实许多取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也都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比如说我们的近邻日本、韩

国、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也包括我国的台湾。只不过在中国这样一个辽阔的、巨大的国家，它的表现

和给人的印象更加地深刻和突出而已。 

  《瞭望》：中国的“集中”来自于什么样的制度安排？ 

  房宁：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形成了中国统一而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使中国具备了国家法律和

政策的统一性、权威性，政权和大政方针具有了稳定性和连贯性。 

  从政治制度的功能方面来看，中国模式具有一个由于历史原因所形成的代表中国人民整体利益、

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政治核心，由这个核心进行关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她的正当性、合

法性、权威性来自人民的“一次性授权”，这在中国被称之为“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因为这样一个政治核心的存在，决策过程中，就可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

益交换成本降到最低。这也是中国的民主和西方的民主不同的一个重要区别所在。 

  西方的民主体制下，有数不清的授权过程，而且可以说是多中心的，所以在重大决策问题上，都

有大量的博弈，使交易成本增高。由于西方是发达国家，因发展的压力减小，所以社会效率的降低，

政府效率的降低不会造成很大的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要实行赶超的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况就完

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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