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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治理成绩显著，但又面临无数的治理挑战。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有意和无意的变化以及中国

随之而来的社会变迁，发展过程给国家带来了新的治理挑战。中国共产党想避免其中一些突出的治理挑战结

果，更想效仿日本和新加坡等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维持了一党制的体制。 

当前，善治已经取代了过去数十年来在讨论民主时使用的修辞。中国领导人越来越频繁地、提到经常与

善治联系在一起的民主，其意图是实施那些旨在加强而不是削弱中国共产党执政水平的政治改革。中国正在

试验一种推动治理民主化进程的双轨道路。一条是自上而下的轨道，即以党内民主带动政治民主；另一条是

自下而上的轨道，即由基层选举向上推进到省级和国家级的政治机构。现在，中国政府按照20世纪90年代市

场化改革的模式，鼓励地方进行小范围的治理尝试，并密切地关注选举试验。 

然而，选举本身并不够，还需要加上“自由”和“公平”的条件。选民仍然怀有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念，

或许不会做出符合公平自由选举的选择。对选举的第一个担忧是腐败，因为私人关系一直在中国的社会生活

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成为选举的重要因素之一。对选举的第二个迫切担忧是关于公民与选举之间关系

的认识。中国的公民大多自认为是服从性的国民，指望官员来保护和维护他们的利益。第三个大概也是最普

遍的担忧是官员对选举的操纵，以便维护和保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实施党内民主和选举试验的双轨道路旨在延长中国共产党的统治。目前，在党的领导人看来，对中国长

期的政治改革来说，党内民主比地方选举试验更为重要。中国推进党内民主的措施之一是干部选拔管理制

度——市级党政职位的差额选举。中国共产党推进党内民主的另一个途径是借助“利益集团”，不过组织化

的“宗派”仍然没有得到承认。尽管党内在政治改革的方向上存在各种争论，但是党内也几乎普遍认为，由

于经济改革带来对党的合法性的质疑，政治改革必须进行。与一些预测相反，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在选举和

党内民主中垮台，而且还进行了一种和平的领导人更替过程，恢复了自身的活力，正在建立一支更年轻、更

训练有素、更灵活、更不教条的干部队伍。中国共产党的生存能力和适应性问题不仅是中国的根本问题，也

是世界其他许多国家的根本问题。 

党的领导人关心党的长期、高质量的生存能力，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性变革之后。中国共产党决

心避免前苏东共产党的失败命运，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革新和改革。中国共产党进行变革——谋求恢复自身

的活力、增加合法性和提高执政能力——的决心是继续进行政治改革的关键动力。过去30年来，中国共产党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建立了一种高层集体决策的制度，并把私有财产保护纳入宪法。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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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宗派利益平衡原则和党内提拔制度——更强调学历、能力和成绩。政府变得更加制度化，确保权力和

政策属于具体的职务和政府机构而不是个人。 

中国全力进行机构改革的第一个领域是经济。要提高行政能力，培育和加强法治，提高行政管理程序的

透明度和可信度，机构改革的进程至关重要。加入WTO对中国了解和遵守国际规则和标准产生了积极的影

响。只有当变革的进程开始侵蚀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和权威时，它才会设置改革的界限。中国全力进行制度建

设的第二个领域是公民社会。中国领导人似乎已经知道，公民社会必须为治理的改善划出一个中间领域，从

而避免对恶治的抗议和解决一些诸如妇女待遇和环境保护这样的社会问题。中国全力进行制度建设的第三领

域是军事。中国人民解放军影响着党的执政。 

中国领导人如何应对民族问题并有效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不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决定因素，而且

会对中国的国际形象产生重大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和选举的双轨道路被认为并不适合少数民族地

区，这主要是因为担心分裂主义分子会操纵选举过程。中国共产党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党员，由于党内民主是

一种基于功绩的制度，少数民族党员可能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成为高级干部。制度建设在少数民族地区

并未取得很大的成功。 

在维持可持续的增长和社会稳定、消除腐败以及提高一党制内的治理效力时，中国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

战。这些问题还可能带来其他的挑战，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的独立要求。然而，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充满了活

力而不是停滞。中国共产党本身可能选择扩大党内民主，提高透明度，促使领导人争取党员和群众的支持，

增加选举的数量。领导人可能为更独立的公民社会创造空间，从而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这些努力不论成功

还是失败都会改善中国2010年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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