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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一直有一种舆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的，中国改革主

要是经济体制改革，似乎至今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种误解—— 

  大家很关心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这是很正常

的。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不断深化，必须随着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提高不断推进。事实上，我们党对这个

问题十分重视，远的且不说，去年召开的十七大就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

命”，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更高地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 

  ■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有战略，又有

策略 

  多年来，一直有一种舆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的，中国改革主

要是经济体制改革，似乎中国至今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它没有看

到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提出改革的任务，就在于当年的真理

标准问题讨论造就了思想解放的氛围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只要读一读邓小平同志那篇名

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可以体会到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在

民主政治的推动下起步的。由于我们国家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党是一个有

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各种意见都会有。这就决定了在中国搞改革开放，搞现代化，没有

民主是不行的，不能有序地推进民主也是不行的。 

  以往，之所以有人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误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邓小

平同志的战略思想研究较多，而对于他领导改革的策略思想研究不够。我们联系30年来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可以发现，我们党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有战略，又有

策略。 

  ■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至少有八个方面的特点和做法，这些做法

和特点已经使得中国社会在这30年中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 

  从战略与策略相结合的角度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至少有八个方面的特点是我们应

该注意和重视的： 

  一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并且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推进。

比如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取消了曾经作为中国“三面红旗”之一的人民

公社制度，建立了乡政权，设立了县人大常委会，并由公民直接选举县和县以下人大代

表。事实上，30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每推进一步，政治体制改革也深化一步，从



 

来没有停止过。当前正在实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具有这一特点，这场被人们叫做

“大部制”改革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作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是发展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的重要内容。特别是，这次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努力建设一个服务政府、责

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并将按照权力制约的原则，形成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

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机制，这对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具有极大的意义。 

  二是把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结合起来，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坚持依法治

国。针对“文革”中出现的把民主等同于无政府主义的状况，以及中国社会中长期涌动

的民粹主义倾向，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30年

来，我们修改和完善了宪法，废除了不合乎宪法和民主精神的法律条文和法规，制定了

刑法、民法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还建立了律师制度，并进行

了以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

权、检察权为目标的司法制度改革。几千年形成的人治社会正在向法治社会转变。 

  三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结合起来，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

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拨乱反正中，彻底纠正过去历次政

治运动中发生的践踏人权现象，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以来，不仅发展经

济，努力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还允许和支持公民创办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

济，并确定了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身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实行身份

证制度，允许公民自由择业包括异地择业；实行依法出入境制度，允许公民出国留学和

出境旅游。最近这几年，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推

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努力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

权、监督权。这些变革，既保障了公民的人权，又激发了中国社会内在的生机和活力。 

  四是把发展民主法制与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在

改革中享受到直接的实惠。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乡村、社区和企业广泛地建立村委

会、居委会、职代会等群众自治组织，是一大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在广大农

村实行了村委会村民直接选举制度和乡镇改革试点，而且在农村普遍实行政务公开、村

务公开等制度。社区建设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而且，基层民主建设正在与改善民生为

重点的和谐社会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广泛拥护。 

  五是把执政党依法执政与参政党依法参政结合起来，完善了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

许多朋友也许不了解中国民主党派的参政是什么意思，在我们的政治构架中，中国的八

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虽然不是执政党，但是参政党。参政的基本点有四项：（1）参加国

家政权，包括担任国家和政府的领导职务，担任检察、审判机关的领导职务；（2）参与

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3）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4）参与国家方

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特别是规定了在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专委

会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大代表的比例。这是在中共中央1989年的文件中，就已经规定

了的。这几年，在执政党的支持下，参政党在中国民主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六是把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结合起来，以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是

一个大党，有7300多万党员，比欧洲一些国家的国民还要多。党要保持先进性，并且在

引领全社会的民主政治发展中体现先进性，必须积极推进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已经充

分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十七大报告在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完善党代会制

度、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改革党内选举制度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的思路和举

措。特别是在选拔任用干部问题上，已经废除了终身制，完善了以民主为原则的干部任

免制度，给广大德才兼备的从政人员提供了竞聘上岗的机会，等等。这些党内民主举

措，也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民主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七是把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与公民直接监督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了公

民舆论监督和信访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大功绩，就是重新建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这几年，在党内监督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并且把党内监督与群众举报结

合起来，成效显著。特别是媒体介入监督序列，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起了很大作

用。 

  八是把选举票决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完善了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形式。人民

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

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

的选举票决民主不断完善和发展，不仅在公民自治组织的范围内实行了直接选举制度，

而且在其它实行间接选举的领域扩大了差额选举，完善了候选人提名方式；特别是在党

内民主发展进程中，扩大了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和中央、地方党委成员差

额选举的范围，实行了候选人无记名投票推荐等民主形式。与此同时，中国的协商民主

也在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特别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中国特有的重要民主政治

形式，按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这三大职能，推动和组织中国各党派、各界

别、各民族的政协委员，在党和政府重大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积极参与民主协

商、民主监督，很有成效；各级政府也主动实施民主恳谈会、听证会等制度；各人民团

体在民主协商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应该讲，中国民主政治的这八个方面特点还在发展中，不能说都搞得很好了，但

是，这八个方面或者说至少这八个方面，确实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具体做法和重

要特点，这些做法和特点已经使得中国社会在这30年中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那些认

为中国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的人，不仅看不到这些基本事实，而且陷

入了自身的逻辑悖论。因为他们解释不了，为什么在一个他们认为“高度集权的专制社

会”中，会允许公民在市场经济中自由发展，会出现那么成功的市场体系和经济发展。

所以，观察和研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特点及其走势，必须立足中国现实，客观地全面

地认识中国的改革实践。 

  ■ 中国的民主政治还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还要

继续深化 

  在这里还要强调一点，我们观察中国问题，观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要观察

做了什么，还要从这些已经做的事实中，深入地观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

的走势。 

  作为中国问题的观察者和研究者，我希望大家注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建设和发

展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出现了三大值得重视的走势：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民主的制度

化、法律化，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大走势；通过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是中国

民主政治发展的第二大走势；中国共产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依法治国、

依宪治国，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第三大走势。这三大走势的指向很明确，最终将在中

国建立一个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体制。 

  以上是我这几年观察和研究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些体会。我并不认为中国在民主政治

发展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相反，我倒是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还刚刚起步，中国的政

治体制改革必然还要继续深化。但是，在中国进行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根据中国的实

际，才能健康、有序地发展。我们致力于探索的，应该是、也只能是符合中国的历史和



今天国情的，能够真正给中国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的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形式。在民主

政治的问题上，我们既向人家学习，也不妄自菲薄；既积极推进，也不盲目发展、急于

求成。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在经济上能够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奇迹，在政治上也能够创

造出既顺应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李君如 中央

党校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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