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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决定》指出：“坚持和完善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国的政党制度是党根据中国国情和党的自身特点探索出来的，具有极为鲜

明的中国特色。当前，如何贯彻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我国的政党制度，尊重和重视执政规律，提

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加强整合社会力量的能力，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这是一个值得深

入思考的重大课题。 

  ■在政党制度等问题上现在仍有一定的认识误区 

  所谓政党，是一定阶级和阶层的积极分子基于共同意志、共同利益，为取得政权或影响政权而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标识，西方学者把政党称为“社会与政府联系的桥梁”、“将国家机构与公民社会机构联系起来的机

制”。而政党制度是指国家通过政党行使国家权力、干预政治、进行政治活动的方式、方法和程序的总和。 

  在我国，若从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算起，政党已出现了上百年。尽管政党及政党制度存在了这么多年，可一些干部群

众在政党制度和民主政治上现在仍有一定的认识误区。最典型的是认为西方国家都是多党制，总统由“一人一票”选举产

生，比我们的间接选举民主；认为我们的多党合作制和一党制没有区别。产生这些看法的主要原因有： 

  一是对国内外政党制度缺乏了解。首先是对我国政党制度属于什么类型搞不清楚，尤其是对各民主党派的称谓、性

质、作用说不清楚。例如，前几年一些年轻教师要求加入民主党派，一位学校领导对某教师要求加入九三学社不理解，在

大会上讲，有些年轻教师的工作能力、教学水平不错，表现也很好，但不知为何偏偏要加入那些三教九流的组织。某市人

事部门给民主党派成员写鉴定：“尽管该同志加入了民主党派，但思想、工作等方面表现还是比较好的。”某省群众看到

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简称）在宾馆开会，举报说台湾的国民党在集会。 

  二是对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特别是选举制度不了解。不少人认为，西方实行的都是“多党制”和“三权分立”，领

导人的选举都是“一人一票”的直选。其实，像美国就是间接选举而非直接选举——选民选举的是总统选举人，而非总统

候选人。但还是有不少人误以为美国总统是直选。  

  三是在政党制度问题上存在着不客观、不公正的对比。应该说，有关政党制度的任何理论，如能有所比较，均可受

益。问题是怎么比，是拿自己的优点和别人的缺点比，还是拿人家的优点和自己的缺点比，或既比各自的缺点，也比各自

的优点。公正的比法，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当然，也有一个什么叫好，什么叫坏的问题。看同一件东西，仰视、俯

视、平视，效果不一样；灯光是顺光、逆光、顶光，照出的效果也大不一样。看政党制度的好坏是同样道理。列宁关于首

先在中心城市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经验好不好？当然好，但不适合中国国情，照搬照套曾让中国革命付出巨大代价。所以

一项制度的好坏，关键要看是否符合国情，能否保证政局的稳定和谐，能否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且须经过实践检验。 

  ■政党形态是多样的而非单一的 

  在政党制度类型的划分上，学者也有不同看法。但普遍采用的是以执政党的政党数目为标准，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和

多党制三大类。一些学者把我们划为一党制，这种划分是不科学的。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所谓一党制，是指一个国家完

全由一个政党执掌国家政权，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不允许其他政党存在，而我国不但有共产党还有八个民主党派，一个执

政，八个参政，这是载入宪法的。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是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世界上的政党制度应划为四大类：



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和多党合作制。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主要特点，一是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其他政党是参政党。彼此都参加国家政权机构和政协组

织，参加国家事务管理及政策法令的制订执行。二是执政党对国家实行全面领导。三是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是“长期共

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团结合作关系，而没有执政党与在野反对党之分。四是这种制度是在特定历史条

件下形成和发展的，不是共产党人的一厢情愿，而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全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民族解放斗争的

实践所形成的共识，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如果说资产阶级政党是代表型政党，那么无产阶级政党则是领导型政党。所谓代表型是指政党要通过其代表人物（不

一定是党的领袖）竞选进入政府执掌政权。这种执政一般只限于组织政府，掌握国家行政权力，对立法权和司法权及社会

经济、政治组织、意识形态等，只能施加有限影响。而领导型的无产阶级政党执政范围是全面的、强有力和高效的。我们

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能保持国家安定和谐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汶川抗震救灾，中国的救援速度赢得世界赞誉，让世人看

到一个以人为本的执政党应有的作为。再就是这次金融危机，新加坡《联合早报》写道，“中国特色”使中国的政治管理

体制经受了各种挑战和考验，又使中国在世界其他主要经济模式中崭露头角，独树一帜。 

  中国独具特色的政党制度，已成为国际观察家研究的重要课题。例如，中国的人民政协，广泛吸纳不同的阶层与届别

人士参政议政，于政府决策前提出意见、建议，于政策实施过程中进行监督，这种拥有广泛代表性及参与性的协商民主在

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正面作用。而我国政党在人大中的关系，主要的也不是多数党与少数

党、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关系，在人大中，各政党均不建立议会党团，其成员都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出现并进行活动。执政党

与参政党就大政方针等问题的协商，则通过政协进行民主协商。这种制度设计，保证了我们能够团结、高效地推进各方面

的建设。 

  应该说，中国的崛起不光是经济上的崛起，它与中国选择了一条正确的制度道路也是密切相关的。 

  ■中国的政党制度有其历史必然性 

  那么，如何判断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是否合理、优越呢？笔者认为，有如下几条标准。 

  其一，要看是否符合本国国情。从政党政治发展的历史看，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发展历史、社会经济

基础和文化传统所决定的。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同另一个国家是完全相同的。美国和英国都是典型的两党制，但美国

是总统制国家，英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在具体的政党运作上也有诸多不同。德国则是多党制国家。这说明同是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其政党制度一样受本国国情制约。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政党制度也不一样。苏联是一党制，我国是一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二战后，苏联把一党制当作

圣经与教条，强制东欧国家照抄照搬，搞政党合并，完全无视东欧各国国情；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短短几个月内，一下子

又冒出了大批稀奇古怪的政党，如“贫穷党”（成员是乞丐、残疾人、失业者、流浪者）、“爱情党”、“啤酒爱好者

党”等。一些党经济体制改革不考虑国情，像俄罗斯就照搬“休克疗法”，导致严重通胀和经济倒退。这说明了选择适合

自己国情的制度的重要性。 

  中国不搞一党制或多党制，同样是由我们的国情、民族特点和历史发展决定的。中国是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的大

国，又是小资产阶级影响深远的国家。小资产阶级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波动性大，易于分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取消共产

党领导，破坏多党合作格局，推行自由竞争的多党政治，中国大地上就会有多如牛毛的党派和政治团体涌现出来并要求执

政。我国社会发展严重不平衡，仍有相当多的人文化水平较低，缺乏自主意识、民主意识、参政意识。在这种情况下搞多

党竞争，极少数人操纵竞选、支配和利用大多数人、令政局动荡不安的可能性不可轻忽。 

  其二，要看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生产力发展水平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如果一个

国家称自己的政党制度好，但经济搞不上去，怎么说都没办法让人家信服。印度是可以和我们比较的。印度1947年建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印度选择资本主义制度，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印度面积是中国的1/3，但耕地比中国多一

点，人口比中国少一点，当时经济基础也比中国好。经过60年发展，中国绝大多数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超过印度。当然，

印度近年来通过改革，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中国同为最具发展潜力的国家，这也说明了不断变革自己的重要性。新中

国成立后，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建设了一批基础设施项目，培养了大批人才，取得了众多科技成果。尤

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1978~2005年年均增速超过9.4%，而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速在3%左右。世

界银行《新世纪的发展挑战》报告指出：“中国人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在一

个人口超过非洲和拉丁美洲人口总和的国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注目的发展。”  

  其三，要看能否保持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和谐。一些多党制国家的在野党或反对党与执政党之间的剧烈斗争令社会动

荡，政局不稳。不少实行多党制国家的政府像走马灯，如保加利亚7年间换了7届政府。爱沙尼亚13年换了10届政府，每个



政党上台后都另搞一套，国家政策缺乏连续性和权威性。阿根廷2000年再度爆发货币危机时，两周内换了5个总统。委内

瑞拉曾于48小时内换两个总统。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也曾动用军队镇压议会，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炮打白宫”事件。此

外，诸如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南斯拉夫等，都曾成为国际冲突的热点地区。 

  其四，最终要看群众的满意程度。一个国家究竟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归根到底要由这个国家和人民自己去选择。

而人民选择的标准，是这一制度是否比其他制度优越，以及这种优越能否在现实生活中全面、具体地显示出来。一个不能

给本国人民带来实际利益的政治制度，必然很难建立起来，即使一时建立起来，人民也会将其推翻。 

  近些年来，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纷纷丢掉政权：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连续执政71年而垮台；印度国大党执

政45年，也曾丢掉过执政地位；日本自民党曾连续单独执政38年，创造了经济奇迹，但后来丧失了单独执政地位；印尼专

业集团执政30年，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失去政权…… 

  尤其是苏共连续执政74年而最终垮台，引起人们的深思。苏共为什么垮台？长期僵化不变的党建模式，高度集中的计

划经济体制，党员领导干部腐败，党群、干群关系紧张等都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最根本性原因还是在于苏共失去了人民的

支持。一个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认为苏共代表他们的利益。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虽曾走过曲折的道路，但总体而言社会保持了稳定。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

力增强，更为关键的是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对此，广大群众是满意的，是坚决拥护改革开放政策的。看到成绩的

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发展中的问题。近年来贫富差距拉大，群体性事件增多、组织化程度提高、对抗性增强。但不少矛盾

及时得到了化解，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我国的政党制度稳定了大局，在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团

结合作的新型关系，在于我们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作者为政协广东省委员会秘书长，本文在组稿中得到了《同舟共进》杂志的支持） 

  ■主题链接·关于政党的两点知识 

  1.当今世界有多少个政党？ 

  当今世界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除了约20个国家和地区因实行严格的君主制或政教合一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党

之外，绝大多数都有政党组织。据统计，目前全世界约有5000多个政党，有的政党已存在几十年甚至近200年。 

  2.政党可划分为哪几种类型？ 

  以阶级属性为标准，可分为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分为共产主义政党、民族主义政党、

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宗教型政党；以政党倾向性为标准，分为自由党与保守党；以法律承认与否为标准，分为合法政党和

非法政党；以政治倾向为标准，分为左翼、中间、右翼政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还出现了以保护自然环境为目的的

所谓绿党。（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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