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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三十年多年，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心同德、锐意进取，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

史性创造性活动的三十年多年。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步入小康，在建国以后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取得

了新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政府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干大事的政府。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国在政治体制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不很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特别是不很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要求。改革开放作为一项国

策已经实施三十多年，邓小平同志的先经改后政改的战略在我国取得了很大成功，这是邓小平同志比戈尔巴乔夫高明的地方。但是中国经济发

展到今天，我国的政治改革步伐缓慢在某些方面已经束缚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已进入改革的深水区，是实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好时

机。 

二是改革与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任务虽然提了出来，但还缺乏研究和探索，远远没有破题。 

三是在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建设上，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譬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

层民主政治制度等还很不完善、很不健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政治监督的改革还缺乏力度，从而使腐败不绝、吏治失范、权威流失等问题没

有得到很好解决。 

二、什么是民主 

民主与自由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有阶级性的，而且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西方国家迫使别国接受它们的人权、民主、自由和价值观，

这是决不能接受的。我们认为人权、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在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具体内容。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制度是我国民主的主要表现形式。（江泽民） 

我个人认为民主就是领导意见、专家意见、群众意见的充分表达和相互妥协最后达成一致。领导是往往具有丰富的经验和远见卓识，我国

正是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卓越领导人的带领下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专家往往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长期调查研究，在本领域具

有权威，因此专家意见、建议要予以重视；群众是政策的受益者或者受害者，是政策的作用对象，所以必须全心全意依靠群众，倾听群众心

声。胡锦涛同志强调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我们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

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马克思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随着人民群众个人素质的不断提高，群众

的在政治方面的参与程度和广度会不断加深。  

1.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组织机构是怎样调整的  
2.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3.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4. 邓小平未了心愿：处于进行时的政治体制改革  
5. 从今天读懂未来30年  
6. 中国民主政治新思考  
7.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8. 牟新生：有干部想说真话但不敢说  
9. 应急救灾凸显党的执政能力  
10. 浙江：两翼齐振助腾飞  

相关链接 - 当代中国研究所 - 中国社会科学院网 - 两弹一星历史研究 - 人民网 - 新华网 - 全国人大网 - 中国政府网 - 全国政协网 - 中国网  - 中国军网 - 中央文献研究室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版权声明 

当代中国研究所 版权所有 备案序号:京ICP备06035331号 

地址:北京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８号 

邮编:100009 电话:66572305 665723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