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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强调公民

政治参与有序扩大是渐进式改革吗？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是明确的、一贯的。这就是建立和完善体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

治国有机统一的政治体制，保证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合法有序的公民参与不断扩大，法治理念深入人心，并转

变为具体的政治法律制度和实践。  

      一般认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走的也是一条渐进改革和增量改革之路。这是一个通

过“试错”不断取得进展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改革的推动者一开始就以务实的目标为指导，自始至终坚持渐进

的改革模式；政策的选择是理性和审慎的，对旧体制的改革始终保持继承和变革的相对平衡。实践表明，渐进的方

式和模式为领导人、执行者和社会公众提供了从改革过程中不断学习的机会，同时使改革的目标和策略可以适时地

得到评估检验和修正调整，从而有助于减少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性。  

     “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际上还包含了“增量民主”和增量改革的概念。这一概

念除了强调改革的渐进性、试错性和可控性等特征外，还特别强调了改革的其他特征。如，在不损害人民群众原有

政治利益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新的政治利益；以动态的政治稳定逐步取代静态的政治稳定；持续推动公民合法有

序的政治参与；推进民主与加强法治紧密结合，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既吸收了渐进改革的合

理内核，也结合本国实际充实和丰富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  

     以往谈论政治体制改革时，更多的是强调要适应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这种回

应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适应性政治体制改革，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集中表现为机构改革和

职能转变。但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完善，新兴的公民社会正在悄然形成。在这一新的历

史起点上，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突出了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而不断深化”。适应社会发展和社会体制改革要求的政治体制改革，将以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善公共服务体

制和公共财政体制为重点。  

     事实上，十七大报告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首次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

适应”。这反映了我们党对政治体制改革自身逻辑和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增

强，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强大动力。能否实现公民政治参与的体制内吸纳，对于能否维持政治稳定、

实现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强调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内容，目的是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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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发展党内民主，发展基层民

主，努力实现更多的竞争，更多的协商，更好的法治，扩大人民民主。  

     具体来说，在发展基层民主方面，十七大报告强调要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重要措施。

这是因为，发展基层民主可以减少震荡，减少阻力和代价，实现政治改革的软着陆。在实行差额选举和扩大差额选

举比例的基础上，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

举范围。在政治和行政决策上，十七大报告强调要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更多的协商，包括同民主党派的政治

协商，同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协商，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协商沟通。这将有效地保障各利益相关

方的参与权和表达权。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走的是一条渐进改革和增量改革之路。在渐进的和试错性的政治体

制改革探索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在改革与创新的创造性实践中努力开辟一条从选拔政治到选举政治、从

咨询政治到协商政治、从人治政治到法治政治的道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正在逐步从行

政管理体制改革走向社会改革，走向执政党、人大、政协和司法改革；从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走向高层民主和社

会民主，不断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以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作者：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研究

员)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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