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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政党制度的功能和我国政党制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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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但是常常

这样的政党制度？并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产生疑问。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

用结构功能分析的方法，从政治学原理的角度对我国政党制度的结构和功能进行剖析和探讨，以证实我国

性。 

       一、政党和政党制度的结构功能分析 

   结构功能分析方法起源于生物学中的有机理论，20世纪初被引入到社会科学中来，到60年代中期结构

的方法之一，也是在这时成为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和解释模式之一。 

   政治结构功能分析的基本任务是解释特定的政治现象、反复发生的政治行为模式和这些行为发生于其

履行特定功能的组列，它是行为借以发生的方式，是角色之间的相互关系。功能指的是与行为方式的目的

生特定影响的行为结果。结构与功能密切联系，不可分离。任何结构总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功能，而任何功能

功能可能通过许多结构的联合而得以实现，相反，任何一个既定的结构也可能履行许多不同性质的功能，用上述原理

体，可见政党的功能是政党结构自身所具有的，所以讲政党的功能就是指政党的结构功能，政党具有结构

分化的结果。利益分化使得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们产生保持差异、维护共同利益的要求，这种要求被一种物

上说，它是出于协调人们政治意志，使之能集中起来的要求而建立的。因为没有这样一定的稳定的组织方式即

中，就不可能形成一个主体，就不能在实际政治过程中与其他政治实体产生联系，发挥作用。 

   政党的功能由政党的结构所产生，所以结构功能也表现为控制功能。政党的结构有内部结构和外结构

外部的控制功能之分。 

   政党的内部控制功能主要是提供政治意志的协调机制，目的是保证政党内部诸因子的意志通过这种协调

的不同程度的集中，使政党保持其质的规定性。它首先是以一定的纪律为基础的组织系统，以达到意志统

织还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政治共识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使之维持自身发展的动力，这种共识就是政党的纲领

产生的组织系统就构成了政党的内部结构，这种结构再通过内部的一定中介，形成不同程度的统一认识和意志，即

也就是说，政党的内部结构包括政党组织严密程度、目标明确程度，成员状况，所要解决的是主体的统一利益和政治意志如何形成的

   政党的外部结构即该政党与其他各政党的相互关系的结构模式。这种结构性反映它与其他政党相互作用的方式。其

体之间因为不同利益所产生的政治意志的差异而彼此处于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作用或冲突之中。然而，

式、发展趋势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经济基础之上是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因而便形成某种关系模式，

构。政党外部结构所解决的是各政党主体的政治意志相互作用和状况。 

   政党外部的控制功能以其内部控制功能为基础，并以政党内部功能提供的能量为基础。政党的外部结

监督功能。 

   政党结构功能的特点是，它既使主体活动成为可能，又限制其活动的性质、方向、状况等，使政党在一定的范

行活动。 

   西方政治学家曾对政党的功能进行了研究和概括。他们认为政党和大多数社会实体一样并不只具有一

者冈泽宪芙把政党的功能归纳为四项：第一，政党对其成员利益的集约功能； 



第二，补充和选出政治领导人的功能；第三，决策机构的组织化功能；第四，政治社会化的功能，等等。用政治

项是政党内部功能的体现，后一项是政党外部功能的体现。 

   关于政党制度，我国出版的政治学著作中的定义不完全统一。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制度就是“组织起

化”。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的政党在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如何实现自身的运转，行使国家政权或干预

序。政党制度反映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或政党同政党之间、政党同政权之间关系。广义的政党制度，包括三大要素：一是

的政治地位、活动规范和执政、参政的法律规定；二是事实上形成的政党活动方式、执政参政方式、党际关

社会对政党的体认程度；三是政党自身的政治纲领、组织原则和组织体系。 

   从政党制度的组织形式来说，它是一个独立的政治主体。在西方，这个主体主要是政党组织的选举组织

有它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如果从政党制度的内涵看，政党制度又是政治关系的体现，因为政治关系是指政治主体之

度包含了各政党作为政治主体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还包含有各政党之间的关系，而且是本质的联系，所以，政党制度的功能同

系的结构功能，这是我们在分析政党制度时应该看到的。 

   政治关系有政治关系特定的结构，其结构是维持某一政治关系的各种内在因素的组织方式，通过他们显

地说，就是维持某一种政治关系的一系列现实条件有机结合的形式，这些现实条件是按照一定的规律、采取一定的方式

不同层次或级别的主体所形成的综合性的结构。 

   政治主体之间本质联系具有以下特点：1.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并表现出极大的稳定性。2.

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3.政治关系一旦形成之后，就具有了不能为人们意志随意改变的客观内容。政党制度作

反映政治主体之间的本质联系，这些特点也都具备。 

       二、我国政党制度的功能和作用 

   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政治生活的主体之一，作为政治社会的主角，它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

一定的功能，发挥重要的作用。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建立的社会经济基础、历史条件不同于资本主

经济基础和特殊国情基础上的政党制度，由此决定我国政党制度的结构和功能既有相同于一般政党制度的功能外，

地方。 

   用政治结构功能方法分析我国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我们首先看到，它有相对稳定的组织系统，即执

导的八个民主党派。但这种组织系统还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政治共识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使之维持自身发

政治基础，即坚持共产党领导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江总书记把它总结为，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

础之上所产生的组织系统就构成了多党合作的内部结构，这种结构再通过一系列多党合作的形式，如通过

作，形成各党派之间的统一认识和意志，产生多党合作的内部控制功能。这种控制功能提供多党合作政治意志的

的意志通过这种协调机制构成一种合力，从而实现各政党意志的不同程度的集中，使多党合作保持其质的

织形式人民政协及其各党派之间的互相监督及其一系列监督形式，以及保障各政党行使参政议政、民主监

政党制度外部结构。在外部结构基础上产生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外部控制功能主要是造成参加合作的各政党相互作用的一定格局、空

互作用的方式。外部结构功能解决的是各主体的政治意志相互作用和状况的问题。 

   从多党合作制度所反映的政治关系的结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中，共

的政治关系，各政党与国家政权结成另几对政治关系。其中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是政党制度中主要的和基本的政治

中国共产党享有公认的领导地位，是执政党； 

各民主党派是接受执政党领导，同执政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参加执政的政党。中国共

领导和组织领导，而且对各民主党派实现政治领导。各民主党派积极参政议政，内容就是“一个参加三个参

式主要是，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定期或不定期进行各种形式的政治

政府任职等等。上述现实条件按照一定的规律、采取一定的方式组织起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个不同层次或级别的主体所形成的综合性的结构。 

   根据政治关系是政治主体之间本质联系的原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政党制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

着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其客观性表现在反映了一定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和要求。也就是说，政治

领域中，而是深藏于经济领域。经济关系是决定政党制度的根本因素。同时，政治关系反映了政治权力和利益的客

立的实质是一种权力关系，而权力关系归根结底是一种利益关系。权力施加者的利益推动他们建立某种政治

比基础之上的现实利益也使他们不得不接受、承认这种政治关系。于是，某种政治关系便在这种利益对立

持其相对的稳定。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政治关系是政治实体利益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

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它代表着全体劳动人们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根本利益要求；中

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反帝爱国、要求民主的革命愿望，以及建立资产阶级

上的一致与差异，形成两者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合作与斗争。在革命最终的转折关头，在各种政治力量的



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形成了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关系。新中国建立后，中

政党，它代表着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利益要求；各民主党派则代表着一部分社会

爱国者致力于社会主义的利益要求，成为国家政权中的参政党。两者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和具体利益上的差

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治关系的形成。在实际的政治过程中，若没有执政党对参政党的政治领导，没有

政党之间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治关系就没有实际的内容和现实的意义，政治运

   我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就是在这样的一系列条件和基础上建立的。而它一旦形成之后，就具有了不能

的客观内容。 

   承认政治关系的客观实在性，就是要求我们在实际政治过程中善于透过人们主观作用造成的复杂的偶然性，去

要求我们不把任何一种政治关系仅仅看作是人们主观意志的产物即偶然性的产物，因而看成是可以任意加以改

一些用西方政治制度、政党制度的理论体系，来看待和评价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或者说要照搬别国的政党制度模式的

我们也能找到其不能实现和不可能实现的原因。 

   中国的政党制度呈现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格局，参与国家政权的各政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党之

间是平等合作关系，不是竞争，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这就说明，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内在结构不同于西方政党那

能决定我国政党制度的功能是： 

   1.最大限度地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在多党合作政党制度中的执政党，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

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在国家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之中，因此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可以使社

制度的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2.具有较大的整合功能。我国政党制度的模式表现为宝塔型结构，这种结构的特点在于向上的阶梯越高，

治生活中某种集中化的倾向和要求，是政治意志集中的最直接体现形式，并且这种集中方式是自觉进行的，因此具有

它模式所不能发挥的作用和效能。 

   3.具有协调党际关系和互相监督的功能。在我国政党制度下，执政的共产党和参政的民主党派共同参

在朝在野之分，体现了政治决策机制主体诸元素的平等性。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有序化的，互相监督、互相

学化及对政治决策结果完善化的要求。能够实现多党派在体制内的共同发展的作用，起到加强和改善共产

   除此之外，我国建立了一系列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以及多党合作实现的形式和方法，这些构成政党制度的外部

可以转化为外部结构功能，使我国政党制度除了具有支持政治制度，协调社会矛盾，和解冲突的一般功能外，

政党可以控制大众媒体，宣传和介绍政党的纲领主张，方针政策，宣传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教育全体公民，提高全社

我国政党制度有共同的政治基础和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它是高于历史上任何一种政党制度，并且它与

应社会政治发展的最终要求不断调整和完善自身的功能。 

       三、坚持和完善我国政党制度的理论思考 

   政治结构功能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政党制度的建立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所决定的，人们不能仅凭主

们的状况和消灭它。但这并不是说，人们不能按照其发展规律去完善和发展这种政治主体和政治关系，即

出的新要求，发挥政党制度的能动性，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这个制度。面向新世纪，坚持和完善政党制度是非常必要的。如何

政党制度是一个系统工程，笔者仅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想法。 

   首先，由于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是根植于中国土壤上的一个全新的政党制度，政党制度的理论体系比之

多，因此也特别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在认真总结我国几十年来多党合作

本政治制度的基础研究，形成科学的概念、范畴和原理，为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政党理论的发展奠定

多党合作制度的理论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深刻认识我国实行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必然性、合理性和

制度中政治管理和政治参与不完善的地方，如民主党派互相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作用发挥不够的地方给予

作制度完善起来，使它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