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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太：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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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考虑1979-1989年、1990-2010年两个时段，具有广义政治观和狭义政治观两

向和趋势要考虑中国现代化建设这个主题、现有制度框架的约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国际社会

初步形成了“四个要”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有效执政”和“有序参与”的新政体框架；“星火燎原”是中

  本文主要讨论四个问题：第一，从一个什么视角来评价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第二，判断和思考中

考虑哪些制约性因素？第三，中国有没有形成独特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新政治体制框架？第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究竟

践路径？ 

  一 

  第一个问题，评价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两个必须考虑的时段：一个是1979年到1989年；一个是1990年到

  第一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基于吸取建国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尤其是“十年动乱”在政治建

的问题是如邓小平所说的：官僚主义、权力过于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纵向的是地方和基

党代政、党政不分，干部老化缺乏活力。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是这一时期认识和政策的集中体

导的政治体制改革，主题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目的是建立能够克服权力过于集中、充满活力、

在从实践成果层面评价第一时段的改革，我认为在纠正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恢复文化大革命以来遭到破坏的

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权力下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第二时段的改革，针对的是“六四风波”后的国内国际形势，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

的提出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发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从1992年起，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发生了具有划时

变化，可以说直到今天我们对这个问题才看得比较清楚。1992年党的十四大开始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确

出强调邓小平的“人民民主要制度化和法律化”的思想，实质是把维护政治社会稳定突出地提了出来。在

中，稳定超越了改革升到了第二位（这也符合党的基本路线的定位）。当时所要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重

人大制度、政协制度）的坚持、完善和发展，实质是为了保持中国宏观政治制度的稳定，并在稳定的基础

  为了不干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必须保证政治体制的宏观制度稳定。在这个

建筑提出的变革需求，改革完善政治体制。所以，从1992年十四大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

改革的主题发生了变化。由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问题，变成了权力如何服务于经济发

域的问题，拓展为政治领域与经济社会领域的相互关系问题。过去是以权力改革权力，分权改造集权，仍然是在政治

是以权力服务权利，民主服务自由，政治权力服务于经济建设。正是从政治建设服务于经济建设出发，近

了蓬勃发展；主导和服务于市场经济的有效执政和有效政府建设得到不断加强；规范和服务于市场经济的法治建

制度、政党制度的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运作程度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的民主化和法制化建设也得到不



  这种围绕经济建设需要开展的政治建设，不仅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

天看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家政治和经济这两大领域结构关系的重大调整。就是把政治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