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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党制度与国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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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伴随着传统帝国体系的危机、动摇和崩溃，现代政党得以萌芽、诞生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政党要

制、创建共和的使命而出现，要么以响应共和、参与议会选举的名义而出现，志向不同，层次不一。中国

的国家建设实践，先后经历过多党制和国民党一党独裁制。l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了中

共产党在长期形成的多党合作的基础上，结合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实践，形成了作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中

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的历程表明，中国的政党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确立起

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先后为这个制度的确立奠定了扎实的政治基础与制度基础。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制度不

验，而且经历了国家建设的探索和实践，可以说是在政党、国家与社会三方有机互动、共同努力的过程中

社会结构与现代化逻辑相契合，而且与人民民主和国家建设相契合。 

  一项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不仅需要规范的考察，而且需要经验的检验。规范的考察固然可以从抽象的原

义，其原则不可能是孤立的单项原则，相反，是基于一定的逻辑关系而形成的原则体系，其中的逻辑不是

动。因而，即使是规范的考察也需要建立在对经验的把握基础之上。对制度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经验把握，

契合性。即能够适应现实运动的要求。创造现实运动的发展。这就意味着制度在价值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只有建筑在其

性的价值和基础之上，否则就一文不值。就政治制度而言，这个现实运动不仅是社会现实运动，而且包括

社会与国家需求的政治制度，是很难在社会与国家之间创造出有效的秩序和发展的。基于这样的理念，结

现实来考察和把握中国的政党制度，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现行的政党制度具有其合理性与合法性。 

  一 

   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状况决定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与发展，必须要有强有力政党领导的支撑。 

  众所周知，中国是被外部的现代化力量强行拉入现代化发展潮流的。因此，对中国来说，现代化不是

了中国是在没有形成现代化的社会力量，包括新兴的阶级力量的前提下迈人现代化的。另一方面，现代化一旦

革，其核心不在于制度与体制的形式变化，而在于国家权力的归属变化，从传统的归属方式迈向现代的归

会，归属人民，并由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的阶级来掌握。显然，在新兴的阶级力量没有形成的

就必然会面临着因为缺乏必要的社会主体而无法有效确立和发展的局面。即现代的民主制度形态确立起来

不断退步。政治上的失效所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使国家进入无政府状态，外敌欺凌，内部割据，民主共和也因此面

对这种困局。孙中山提出了拯救民主共和的方案，即通过政党的整合，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现代化社会基

一个能够担当领导现代化发展和建构民主共和的主体力量。为此，他领导和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由此

之后的政党力量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承载起中国社会的转型和整合，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和民主化建

党为核心而不是以军队为主导的现代化发展和现代国家建设历程。这就是所谓的“党建国家”历程。 



  从中国的国情和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基本逻辑来看，孙中山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首先，任何国家的现

方国家。如英国，这个主体就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历史表明，主体的代表性、整合力和成熟度，直接决定

国相比，在迈向民主的道路上无疑更加激进和彻底，但其现代化发展却大大逊色于英国，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

法形成一个能够有效整合法国社会的中坚力量。结果，法国的政治不得不在帝制与共和之间徘徊，使得现

一，形不成相互促进的发展合力。因此，孙中山先生要为中国创造一个现代化的中坚力量，或者说核心主体，是符合

中国的国情来说，中国迈人现代化的时候，社会不但没有形成一个新兴的主导力量，反而在军阀割据下陷入四分五裂的

状态下，国家发展的首要任务自然是建立一个核心主体，成为社会与国家的中坚。为此，孙中山选择了最具有

织。并强调要建立能够为政党宗旨而奋斗的军队，并把军队置于政党的领导之下，支撑政党对社会的整合和

中国社会、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与民主化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化逻辑在中国社会的具体体

这样的角色，不仅取决于政党的性质与能力，也取决于时代与中国社会的选择。因此，中国共产党能够成

支撑力量，与政党本身先进性有关，但也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迫切需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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