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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五大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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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使全

建设的客观规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积累了一些基本经验。 

  经验一：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是共产党在领导人民群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历史条件下，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同时，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现实情况错综复杂的国度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一个能

局、有效协调各方的政治核心作为社会生活的中坚力量，社会的稳定发展和不断进步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目前的

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种转型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这场变

在，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种社会阶层和各种政治力量普遍拥护和一致

以平稳、顺利地转换和过渡。中国共产党由于它历史的贡献和现实能力，就是这样一个得到全国各族人民

  维护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核心，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生活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对于维护各民族的

定，推动社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验二：坚持符合中国国情的政体和政党制度 

  作为我国政体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

的最便利的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从中国国情出发发展民主，就必须坚持这些基本政治制度，不能

式。 

  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政治”是他们历史、文化和国情的产物，与中国国情有着区别。如果简单

立法、行政、司法平行设置，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政体就会改变，人民权力高于一切就会发生变化。我国

制度，既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也是当代中国现实发展的必然要求，有着自己特有的优势，

单地仿效西方的多党制。其实，即使是在西方国家，由于国情不同，政体和政党制度的形式也是不同的。如

型，而其他国家并非都是美国式的“三权分立”。所以，在中国发展民主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坚持符合中

度。 

  经验三：寻找适合自己国情的民主发展目标模式和实现道路 

  在当代中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和经济结构不完善程度的制约，民主的发展进程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

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不可避免地制约着社会成员的受教育水平和民主素质以及民主运行机制的完善程度。其次，在我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可能一下子就成熟和完善起来。由于现阶段市场经济的不发达和不完善，影响着社

健全。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只能从国情出发，在实践中探索中国民主发展的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地制定建

民主的目标模式，从实际出发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开拓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道路。 

  经验四：实事求是地吸收西方民主的合理做法 

  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的同时，也必须看到，民主作为一种与封建专制相对立的政治制度，具有一些基本的要素，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共同具有的。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一般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

主义某些合理经验一样，在政治上也应当学习资本主义民主中某些具有全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 



  从政体的层面看，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西方的议会民主在性质、内容上有很大不同，但它们都是代

中的某些做法是可以互相借鉴的。譬如选举制度中某些行之有效的做法，权力设置和权力监督中的某些有益成果。

序上看，共性就更多了。资本主义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创造了一整套现代民主运行机制和操作程序，其中有

的原则及其成果、新闻监督的某些形式，有许多是值得参考和借鉴的。 

  经验五：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基础，要始终注意维护政治稳定 

  我国新时期的改革实践昭示，要顺利推进社会主义全面改革，必须遵循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

上有大的突破，再不失时机地展开政治体制改革；在进行各项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必须继续加大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

革相配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创造坚实的基础。 

  同时，在发展民主过程中应当注意维护稳定。一般地说，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最终有利于社会稳

的社会动员过程，它把亿万人民群众引导到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来。在这场变革中，社会成员有着自己不同的利益要求，但是，人

要求不可能都得到实现，于是就产生了社会挫折感，形成人们的政治参与要求。譬如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

度和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作补充的分配制度相联系的经济多样化，必然产生政治上的多元要求。在我

度还没有高度发展，政治组织系统和政治沟通渠道还不是十分完善的情况下，某些不良的政治要求就容易引

  发展民主的过程容易引发某些不稳定因素，易陷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不稳定”的两难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