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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价值目标的具体形态 

  民主政治，重在建设。人们在政治领域中的价值追求必须转化为具体的建设目标。由上所述，我

国民主政治价值目标的确立是社会主义本质与我国具体国情的综合体现。政治稳定、政治民主、政治

法治、政治效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价值追求。 

  第一，政治稳定。政治稳定也是政治民主的前提。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

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①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客观上存在一个不断谋求以秩序为基础的

政治稳态化过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转型中的大国而言，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核心价值。邓小

平指出： “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

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

治环境。”②谋求稳态政治，是政治系统为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发展所建立或维持的一种政治动态

平衡态势。实现政治的稳态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迈向民主政治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坚持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的政治稳定，坚持在稳

定的政治环境中实现政治民主的价值取向。 

  第二，政治民主。政治民主要以政治稳定为前提，政治稳定又必须以政治民主为基础，政治稳定

与政治民主之间构成了一种最大程度的内在勾连，民主政治发展在实现社会稳定和谐中意义巨大。民

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

目标。中国的国情和历史决定了中国发展民主政治的艰巨性和长期性。1945年，毛泽东在和黄炎培关

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谈话中指出：“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

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这深刻揭示了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关系，体现了我国对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的价值追求。 

  第三，政治法治。在政治生活领域中，法治表现为严格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的政治主张、制度体系

和运行状态。政治法治的内涵包括政治权力运行的规则化，政治权力行为的程序化，公民权利保障的

制度化，法律适用无差别化等。“文革”的惨痛教训，使我们党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民主和法治如车之

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偏废。民主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在有秩序的环境中推进。法治是政治民

主的重要保障。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实行法治是当代世界各国的普遍选择，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

题中应有之义，是当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内涵。实行依法治国，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

要目标和现实价值取向。 

 



  第四，政治效能。所谓政治效能是指政治系统在其运行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能力与效率。它不仅表

现为政治系统的功能本身，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政治发展适应和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合理程度

和有效程度，追求的是整个政治形态及其所决定的政治生活在国家现实成长中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中

国改革开放和转型发展来说，有效政治是通过在政治建设和发展中不断创造政治有效性来实现的。党

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

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因此，中国实际展开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

虽然核心目标是民主与法治，但其行动原则是创造有效政治，保持和提升政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

体有效性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现实价值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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