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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的发展与我国政党制度的实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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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主政治通过政党来实现，是政治发展的一个普遍的、带有共性的特征。可以说，只要发展

民主政治就不能离开政党。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表现形式之一，它

对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关键作用。而所谓政党制度，指的是一个国家通过政

党进行政治活动的规范性、稳定性的  

活动方式和状态。它主要是为政治参与提供一种规范化、制度化的保证和约束，使政治活动进入秩序

化轨道，从而为民主制度的稳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一些人认为竞争性多党制是现代国家的必然选择和民主政治的标准。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一

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是由其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传统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即使是同一

种社会性质的国家，由于国情的诸多差别，也完全可能形成不同的政党制度。西方国家的社会性质虽

然基本相同，但政党制度却各具特点。如今社会发展理论已经越来越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世界

各国也越来越认识到：凡是能促进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人民幸福的政党制度，就是符合

该国国情的政党制度。我国的文化传统、现实国情和社会制度均不同于西方，同样没有必要在政党制

度上向西方看齐。正是基于这一认识，2009年3月9日吴邦国同志在全国人大工作报告中重申：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我国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唯一正确道路。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

果，但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和两院制。  

 

  西方学术界认为政党制度结构模式一般包括一党独揽、两党轮替和多元竞争。而对我国政党制度

的分析可以得知，它既不是一党独揽，也不是两党轮替，更不是多元竞争，它是把领导核心的“一

元”与政治结构的“多元”有机结合和统一起来的政党制度。作为新型的政党制度，我国政党制度结

构具有以下突出特征：首先，它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政党之间不是对立争

斗、相互拆台，而是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力合作、团结一致。其次，它也不同于一

些民族国家的一党制。由于一党制国家的政党缺乏来自其他政党的监督，最终出现高度集权和个人专

权等弊端。而我国各民主党派都是受宪法承认和保护的合法政党,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决定了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多党合作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证，这种领导不是包办，而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

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在共同政治基础上团结合作、互相监督，

既有利于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加强合作，又有利于避免多党互相倾轧造成的政治动荡和一党制造成的

高度集中、破坏民主等种种弊端。  

 

  西方的政党制度是由西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西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决定的。事实上，如

果没有古罗马的共和思想、没有基督教文化、没有洛克、孟德斯鸠的自由主义和权力分立理论、没有

 



近现代以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就很难想象西方国家的政权架构和政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同

样，我国政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不仅渗透着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思想以及“和合”哲学理念的影

响，而且是在中国近代以来无数次革命实践的基础上，终于把世界上一党制和多党制中某些合理的因

素吸收过来，而开创的一种崭新的政党制度模式，它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创新和发展。在当今社

会结构和社会利益日益分化、多元化的背景下，一党制往往潜伏着内部的不稳定，容易被代表不同利

益的政治势力所摧垮。实行两党制的国家虽然政局一般较稳定，但反对党为推翻执政党，往往会以利

益受损群体代言人身份利用棘手的社会问题攻击政府行为，损害执政党的威信，弱化社会凝聚力。而

多元化的政党制度往往因为多个政党相互激烈竞争以及各个政党实力之间此消彼长、政党之间的分化

离合而导致政党制度结构失衡与动荡。东南亚、南欧、拉美等地区的政治动荡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而我国政党制度己形成一种“同心圆”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社会的领导核心，

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同心圆”的中心点。八个民主党派围绕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自觉

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构成“同心圆”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同心圆”结构使得我国政党制

度赋有内在的稳定性和外在的包容性。  

 

  从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看，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渗透着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遵循的是“合作-

协商-合作”的路径；西方的政党制度遵循的是“竞争-妥协-竞争”的路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一”与“多”的结合，这一结构特征决定了它能够最大限度地代表和整合最广

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民提供最广泛的参与途径和渠道。《中共中央关于坚持

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指出：“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特点是参加

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和法

律法规的制定执行”。“一个参加、三个参与”的制度规定，在确保中国共产党法定执政地位的同

时，赋予各参政党法定的参政权利，在权利结构层面上推进了政党关系的和谐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就公共政策的制定而言，我国的政党制度通过设立经常的、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和民主协商议程，集思

广益、综合考量各种利弊，使整个决策过程日益科学化和民主化，更好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

求，从而有效地增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与政党组织适应性变迁的比较研究》的

成果，项目编号：2008JA810011。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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