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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年前，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曾有一些人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抱着怀疑的态度。但
在一个研讨会上，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说，不要着急，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中国民主政治
一定会取得大的进步。事情总是会越来越好的。他认为，照搬西方模式在中国行不通……
此公一向被人们认为思想较开放，他的这个观点在当时那种氛围下，给   
人印象极为深刻。十几年来，反观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我们更加有理由同意这种看
法。   

  民主政治发展的概念，是西方学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提出来的。长期以来，西
方学者垄断着民主政治发展理论的话语权。他们认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就是向着某种既
定政治模式的过渡。而所谓既定政治模式，指的是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政治体制，因此
民主政治发展也就是向着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模式发展。这是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和片面性
的。   

  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形成了一整套适应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成熟形式。但其绝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民主政治模式，并且
带着固有的弊端和虚伪性。西方国家的不少学者对此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分析。20世纪60
年代和90年代，拉丁美洲、非洲、亚洲不少国家，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实行多党制和议
会制，结果很多都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动乱，政权频繁更迭，经济动荡衰退，人民吃尽苦
头。事实说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并不是什么政治灵丹妙药。发展中国家如果不顾本
国的具体情况，盲目模仿或简单照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必然会带来
严重的政治后果。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一定要适应这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才能持久地存在和运行。要评
判它的好坏，可以大致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它能否保持国家的统一和安定，二是它能否
有效率地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三是老百姓对它是否满意。美国的政治制度适应它们自
己的情况，存在了２００多年，期间也经历了不断地修改，经过南北战争的考验，形成今
天的制度格局；中国的政治制度适应中国自己的情况，并且也不断地进行改革、完善与创
新。中国共产党一度模仿苏联，后来根据中国自己的国情，逐渐形成了与我国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民族特点、文化传统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制度。特别是进入改革开
放新阶段的十几年以来，中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   

  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
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
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
略。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的指导思想特别强调，民主政治发展要有
利于生产力的进步、社会的安定团结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这样的政治发展，具有
社会主义性质，不同于西方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形态。诚然，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也完
全可以借鉴和吸收人类其他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决不是照抄照搬。   

  那么，这些年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到底有哪些方面的特点和进步呢？   

  １，作为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以完善和发展。直接选举人民代表
的范围扩大到县一级，并实行了差额选举。县级以上各级人大设立了常委会，各级人大及
其常委会听取“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已形成制度；执法检查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地方
人大还创造了代表评议、对选举和任命的干部进行述职评议、个案监督等行之有效的监督



形式和做法。各级人大在代表人民意志实行立法和监督方面，越来越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原先被人们戏称的“橡皮图章”越来越硬。   

  ２，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呈现出发展的势头和活力。１９９３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被载入宪法。目前，中
共中央、国务院在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文件出台前，总要召开党外人士协商会、座谈会、
情况通报会，倾听和采纳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和建议。酝酿全国人大、国务院、
全国政协领导人选时，中共中央也都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协商座谈，征求意见。目
前，从中央到地方，重大问题与民主党派协商已形成制度。   

  ３，作为民主政治建设一个重要的方面，基层民主是人民当家做主最直接的实际体
现。如今农村村委会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直选、联名推荐、差额选举、
秘密写票……在广大农村已不再陌生。我国先后颁布了选举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居民
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对城乡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方法、途径作出了具体规定。   

  ４，干部人事制度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它的改革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废除了干
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其意义十分巨大：无论是谁，功劳有多大，到了年龄都得退下来。而
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则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西方的文官制度。１９９３年，《国家公务员暂
行条例》正式发布实施，人事部还先后制定几十个与此相配套的法规、规章和实施办法，
公务员录用、考核、奖励、职务升降、交流、轮岗、回避等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民主
程度和公开程度进一步提高。通过考试进入各级国家机关的农村青年已有数千名，从工人
中录取的公务员有上万名。通过考试进入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员已达十几万名，辞职辞退
的公务员也有数万名。   

  ５，１９９８年至今，国务院开始机构改革，专业经济管理部门被大量撤、并、改
组，宏观调控的执法监管部门得到加强。这些改革间接地影响到各级党务工作部门的改
革。这些都表明中国的政治体制安排的思路在不断地进步，机构设置为适应形势需要，在
不断地完善。   

  ６，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坚持和改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党内民主紧密相关。在中
国，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谈何民主建设？离开了党内民主，何来公民参与？中共十六大
报告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
有全局性作用”，点到了问题的核心。这些年来，特别是胡温体制实施以来，共产党在执
政方式、党内建立健全各种民主制度等方面，有了较大的进展。党内决议的形成与通过，
干部的任免、考察与选拔，加强党内民主、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以及反腐败等等，比以往有
了更大更多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体现在它的指导思想、
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等等方面。纵观当今国际社会，有哪个政党公然宣称自己的宗旨是立
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亚欧国家的政党做不到，美国的驴象两党也做不
到。也许有人会说，这些只是口号，距离实际还差得远。但是要看到，既然把这些做为宗
旨和制度性的安排，就决不是个别少数人、在短暂时期施行的权宜政策，而是一个执政党
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能正视存在的问题，勇于承认失误并积
极纠正错误，以人民群众的尺度作为自己工作的评判标准。这必将使得这个政党充满了生
机与活力。   

  当前，不管有些人怎么评价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现状，以及民主政治建设中存在的问
题，本文开头举的那个例子确实还是很能说明问题：事物总在进步，事情总会越来越好。
只要不抱偏见，认真地做政治学术研究，深入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就应该得出这样的结
论。在这里，我们还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选择的策略方针具有鲜
明的特点。因为中国的改革采取的是从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从表面到深层、从农村到
城市、从经济到政治、从单项改革转向整体改革的逐步推进方式，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持
了社会的平稳，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
道路的策略方针是循序渐进、制度创新、逐步深入。打一个比方，对于一双有瑕疵的手，
不能用砍掉它另接一双手的办法，而是要用双手互相搓洗的“递归”的办法。事实证明，
这样的选择是理性的，合乎国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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