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金河：新中国政党制度 历史与国情的选择 

 

李金河  

2009 年 07 月 08 日 17:11   来源：《北京日报》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留言 社区 网摘 手机点评  纠

错 

E-mail 推荐： 
提交

 

 
 

 

 

 

 

  新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是历史与国情的选择。任何国家政治制度、政党制度

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深受本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和制约，还与特定的经济、

政治紧密结合。任何政治制度、政党制度都与特定的社会基础相联系，都要体现这

一基础，维护这一基础，同时随着它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演化。中国的政治制度、政

党制度也不例外。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多样性与特殊性并存的社

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的长期存在与发展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

度。近代以来相对独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它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

们不断的历史发展，共同构成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社会基础。 

 

  ■中国这种特殊的多样性的社会经济结构就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治

结构和政党制度 

 

  和西方国家相比，近现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道路。西方

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大体上都是一个内生的过程。中国本土资本主义缓慢的内

生过程则为不期而来的西方列强侵略所打断。随着封建统治危机加深，洋务派官僚

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引入西方以机器为标志的新的近代生产方式。中国

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在刺激、模仿和移植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是一个典型的次生型

资本主义。在发展进程中，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分别经由两个途径出现了两种形态，

一个是在依托本国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的基础上产生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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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一个是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基础上依靠外国生产设备、技术而产生的民族资

本主义经济形态。虽然均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但它们却是迥然不同的两个部分。 

 

  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独特产物，它扭

曲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要求，打断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向上的、合

乎规律的发展，将其强行操控起来，使之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政权的依附物。

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则从一开始就遭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

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除了辛亥革命后曾经经历一个“短暂的春天”之外，总是处

于艰难境地。到了抗战结束后，民族资本更是到了破产的边缘，面临严重的生存危

机。 

 

  经济结构决定社会阶级和阶层结构。与经济结构相适应，中国的资产阶级也分

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官僚资产阶级，即大资产阶级；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即中小

资产阶级。其中，大资产阶级居于强势主导地位，而中小资产阶级则居于弱势附庸

的地位。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显著特点，同时决定了中国社会经济的特殊性

和多样性。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既包括封建小农经济，又分别包括民族资本主义经

济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经济。这种并非单一的经济形态，以及社会上明显的阶级差

异，共同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上层建筑领域的复杂性，既有封建的小农政治思想，又

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无产阶级的政治思

想。因此，中国这种特殊的多样性的社会经济结构就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

治结构和政党制度。中国资本主义的上述显著特点使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成为可

能。亦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为中国特色的政

党制度的 终形成奠定了经济基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

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构件，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成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阶级基础。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与阶级结构、政治与社会意识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是中国特

色政党制度理论的政治基础 



 
  20 世纪初，立宪思潮与革命民主主义思潮同时兴起，它们都反对清朝的专制统治，都

要求改变现状。问题在于，究竟要在什么样的层面上、程度上改变现状。人们看到，辛亥革

命胜利、中华民国建立，仅仅是一个政权简单的转换过程，中国政权的社会和阶级性质并没

有根本改变，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一战后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打破了

中国人亦步亦趋学西方的迷梦，西方“新文化”的神圣感荡然无存。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

摒弃前人在数十年中顶礼膜拜的西洋、东洋楷模，重新寻找新的学习榜样。俄国十月革命的

胜利，促使正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人把眼光转向苏俄，“以俄为师”，从旧的“学西方”转变为

新的“学西方”——寻求马克思主义。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在把马克思主义与同时代形形色

色的思想细心比较的基础上，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终于在现实考察、理性思考和热烈讨论后，

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 
 
  五四运动后期，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董必武、瞿秋白、邓中夏等为代

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投身于工农运

动中，成为工农运动的领袖，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他们的努力下，无产阶级政党动员中国

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力量，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开始了。 
 
  此时，处于彷徨苦闷中的孙中山，从五四运动中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决心改组国民党，

“要把它建成一个群众革命的先锋组织”。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孙

中山也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中国共产党合

作进行国民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党推动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国共之间的再

次合作奠定了历史基础。 
 
  综上所述，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多样性，决定了中国社会意识特别是政治意识

的多样性，即：改良主义思想家提倡的君主立宪方案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提倡的民主共和

方案并存；官僚资产阶级的一党专治统治和马克思主义者提倡的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原则的社

会主义方案，以及民族资产阶级提倡的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并存。相应地，中国社会发

展的进程也就依次经历了民主共和、竞争性多党政治、军阀独裁和国民党一党专治的轮替。

这些政治模式的被否定说明，它们都不合乎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多样性和特殊性要求。 
 
  中国共产党人依据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和多样性现实，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即坚

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农民结成坚固的同盟，同中小资产阶级结成可靠的联盟，以建立巩

固的统一战线，通过武装斗争的道路，既解决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问题，又解决反帝、反封

建问题。因此，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又不同于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政治发展的具体运作中，在民族和阶级矛盾面前，中国

共产党并用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两大法宝，得到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反动统治下挣扎求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拥护与合作，这就使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具有特

殊的适用意义。总之，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与阶级结构、政治与社会意识的多样性

和特殊性，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的政治基础。 
注重群体和谐、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等思想的传统价值观是我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文化基础 
 
  文化是制度建构的起点，制度则是文化的产物并影响着文化的塑造。“一种新的社会制

度或者新的经济制度，必然有一种与之相契合的文化精神、文化价值观。”有什么样的文化

精神、思想、观念，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 



 
  建立在个人本位价值观基础之上的西方政党制度，是一种两党或多党议会竞争性的政党

制度。这种政党制度呈现出两大显著特点。一是政治多元。各政党都有一套自己的价值理念、

信仰体系和利益群体，它们为了自己一党一派的利益，形成相互对立的政治利益集团。二是

互相竞争。不同的理念、利益和群体必然要争个高下，必然要寻求包括理念上、政治上的全

面的优势，这一点势必要在政党政治中体现出来。 
 
  中国的传统价值观重视群体和谐关系，强调人际和谐与群体的利益高于一切，认为个人

应当服从群体。社会重群体而轻个体的价值取向，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

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除了独

特的经济、政治因素之外，建立在上述理念基础之上的中国独特的“和而不同”的政治理念也

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制和多党制，也有别于一

些国家实行的一党制，其显著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

这一显著特征体现在文化上就是中国传统的和而不同的理念。中国大陆各政党在意识形态上

就不是多元的，而是一元的，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各自一致的指导思想。这充分

体现出中国大陆各政党是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

合作关系。 
 
  在当今世界林林总总的政党制度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深植于坚实的民族优秀

文化的沃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容并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衷共济、相得益彰的

价值理念，展示出合作、参与、协商、包容、和谐的文化精神，体现出人类社会固有的一致

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精神，不仅具有根本不同于其它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而且充分适应

了当今利益多元时代下的和谐社会建构的要求。这一政党制度必将以其显著的优越性和长久

不衰的生命力，在当代国际政治社会中展现出中华政治文明所独具的魅力。 
 
  （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