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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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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21世纪初中国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对策问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3 

     一 本课题研究的背景、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
一系列重大成果。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跨越世纪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
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指导思想方面，邓小平同志有十分清楚和系统的论
述。要点包括：①“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党和国家的
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要善于领
导；要不断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②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
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③改革的目标是要“始终保持党和国家
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④要
“采取各种措施继续努力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
化”。⑤改革“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许门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
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未决定改革的内容和
步骤”。“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⑥“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
步骤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 “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⑦评价改革是否成功，关键
“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
发展”。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邓小平理论确立的这些指导思想，针对国内外新的历史条件，提
出并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要求，为我们在21世纪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本课题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于，从应对国际国内新的历史条件和挑战的战略高度，进一步
探讨我们应如何全面、正确地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确保在新世纪坚持按上述原则、目的和目标，有
领导、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研究成果旨在为有关职能部门和理论界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二 本课题研究的思路、重点和难点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属于我国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自我完善问题。根据马
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从战略高度探讨在21
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搞清楚：①改革开放
20多年来我国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变化和发展趋势，究竟对上层建筑提出了哪些新的调整、变革和服务
要求；②当前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究竟在哪些方面还存在着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
健康顺利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③我们应正确认识、驾驭、处理好哪些新情况、新矛盾、新问
题，才能积极稳要地进一步搞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更好地发挥上层建筑为生产力
和经济基础的健康顺利发展提供有效服务和可靠保证的功能作用。  

     为此，本课题需要涉及和研究的内容包括： 

      第一，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的社会阶级和阶层结构发生
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创造了哪些条件，产生了哪
些影响，提出了哪些要求，我们应如何正确分析和应对这些要求。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将
发生怎样的进一步变化，“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的政治压力和思想文化渗透将呈现怎样一
种态势，我们应如何应对。 

      第三，改革开放20多年来，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干部人事制度，到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各个层
面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成绩和效果，不足和问题，基本经验和教训的
总结。 

     第四，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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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民主，需要正确认识和调整我国的党政关系及其他各主要政治要素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
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中，我们应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何借鉴国外经验和汲取国外教
训，如何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如何抵制全盘照搬西
方理论、西方模式的误导和干扰。 

     第五，搞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关键在党，关键在于全面正确地贯彻“三个代
表”要求，搞好执政党的自身建设，解决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
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确保始终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
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从制度体系上保证民主集
中制的正确执行；通过改善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使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历史进程
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在这个起决定作用的关键性问题上，实践中有一些十分复杂的新情况、新
矛盾、新问题急需加强理论和对策研究。 

     基于上述内容，本课题需要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有：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
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和有害的，但观察认识国际国内现实生活中的诸多经济和社会现象，特别是政治
现象，是否仍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②在经济和社会成分多样化的背景下，是
否会产生一些方向和性质不同、甚至对立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要求。③对那些鼓吹中国共产党应
脱胎换骨，改换名称，改变阶级性质，变成社会党；鼓吹在共产党和现有民主党派之外，应允许成立代
表各个不同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要求的新政党之类的政治主张，应如何应对。④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经济关系、利益要求、社会作用、社会影响和社会属
性，应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⑤在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新的历史时期，应如
何从理论上界定各民主党派的阶级属性问题。⑥如何在各类不同所有制企业，落实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
人阶级的方针，建立健全能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保证工人群众合法行使民主权利的制度。⑦如何加
强廉政建设和监督机制，切实防止“干部傍大款”、“以权谋私”、“钱权交易”、“形成既得利益集
团”。⑧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中，应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程度和实现条
件的关系；如何正确界定和处理城乡基层党和政权组织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权责职能和职能交叉重叠
关系；如何有效地遏止和消除贿选等政治腐败现象的发展蔓延苗头；如何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
证人民首先是确保人民中的最大多数人即普通劳动者的利益要求得到满足，能够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
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等等。 

     本课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政治责任
感，在认真调查研究、掌握大量可靠的事实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王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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