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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述评 

谢冠富 

  近 30 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过程：第一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

到 1986 年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治体制初步开展。1986 年，政

治体制全面改革提上日程。这个阶段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初步阶段。第二阶段，1986～

1989 年的政治风波。政治体制改革在 1986 年及以后全面展开， 社会各界人士学习和研究

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情倍增。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会在全国各地广泛召开；华侨、留学生和台

湾学者也在国外积极参加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座谈会；国外媒体如纽约的《美洲华侨日

报》等经常报道 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情况；日本首任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荷兰学者

安·塞奇等海外人士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都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这短短的四年出版了较

多的研究成果和资料书。此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杂志在 1989 年 1月 1日创刊。第三阶

段，1989～1991 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1989 年政治风波、苏联解体，影响了改革，相关

研究处于极其缓慢阶段。第四阶段，1991 年到现在。1989 年的政治风波和苏联解体、东欧

社会主义国家剧变，客观上在 1991 年以后最初几年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速度放慢， 人们

十分关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走向。改革延续还是中断？如何评价过去的改革？未来中国改

革之路怎么走？中国的改革已是世人瞩目焦点。实际上在这阶段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调整

后稳步推进。这个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也随之逐渐深入和展开，产生了比任何一个阶段

都要多的文章和论著。这些文章和论著较前期也发生了新变化：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研究

方法的多样；学科的交叉；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由于共产主义运动走入低谷而引起的反思在

前阶段是未曾有过的；同时也比较研究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等。这个时期研究思

维最活跃，中外政治思想碰撞剧烈，产生科大量的网络文章，在 BBS 和博客上可以畅所欲言，

论者喜怒哀乐之情跃然网络界面。这个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深入发展。 

  理论工作者着重围绕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内容、目标、中外政治体制改革、原则

和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一一一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 

  较多论著对政治体制的原因作了整体和全面的宏观概括：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需要；社

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需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需要；是社会长治久安的需要等。但沙健孙教授提出，原因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政治体

制改革的时空点不只是一个，如 1980 年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

训，1986 年更多地是以“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作为着

眼点提出问题的。[①]林川等学者也提及原因不能一概而论。[②]熊刚也谈到: 原来政治体

制改革是作为一项相对独立的任务提出来的，着重解决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1989

年后，政治体制改革强调民主团结和社会稳定。[③]  

  二二二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 

  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路径 

  崔之元、陈庭忠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看成是自上而下，动员加压力的改革路径。[④]

李景鹏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自下而上的不行。季相林对此阐述：人民民主意识的觉醒，

是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⑤]有学者则更倾向与两条路径的组合。主要是从上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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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由下而上的积极配合，因为改革既要谨慎、稳妥进行，又要发扬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⑥] 

  渐进性式的改革路径 

  国内外学者认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式路径，并从不同的视角论述渐进性改革路

径。过渡经济学者通过中苏经济转轨的比较研究，得出渐进式改革优越于激进式改革的结论。

[⑦]认识论的经验主义和演进主义者认为，渐进式改革既能适当保留现有的制度，又能鼓励

新体制的发育与扩张。[⑧]从改革成本和收益的理论分析的学者认为，渐进式改革是一条阻

力较小的改革路径。[⑨]林毅夫等强调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即着

眼于扩大可供分配的资源总量使人们普遍受益，而不去触及既有的利益格局。[⑩]郑永年从

改革政治学角度指出，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一个通过试错不断取得进展的过程，表现出渐进主

义的特征。[11] 

   “费边式”路径 

  邓集文把渐进式的路径叫做“费边式”。即将改革内容分成相对独立的若干项，分期分

批加以实施。与“闪电式”相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在总体上选择“费边式”，在某些问题

上选择“闪电式”路径。 [12]我认为，“费边式”与渐进性路径同是一个道理，即强调改

革的步骤性，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密切配合的改革路径使改革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 

  三三三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大部分学者认为：（1）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理顺党政关系。（2）改变权力过分集中

的现象。（3）精简机构。（4）改革干部人事制度。（5）克服官僚主义。强化监督机制。

（6）加强法制建设。[13]另有学者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在不同阶段应当有不同的内容。1980

年迫切任务是解决权力过分集中、以党代政问题。1986 年再次强调党政分开，还要求权力

下放、精简机构。1987 年以后着重是民主和法制两个方面，加强法制建设等等内容。[14]

连俊沛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包括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和紧迫性；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和目标；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和标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

和方法。[15]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造就真正适应现代经济的人。[16] 

  四四四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有些论著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设定为：政治民主化，政治公开化，决策科学化，

政治法制化，监督体制化。[17]余汉熙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归纳为：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

活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18]也有研究者认为政治体制改革

目标分为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余汉熙说的只是长远目标，还应有近期目标：保持党和国家

的活力； 提高工作效率；调动积极性。[19] 

    另有论者表示不同的看法，认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

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即邓小平设定的政

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

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近期目标：党政要分开，权力下放，

精简机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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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有论者提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一个系统，它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较为

紧迫的具体内容；基本政治前提和原则；本质特征；根本目的。[21] 

  五五五五、、、、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法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法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法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法 

  关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的基本原则，严书翰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

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要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维

护安定团结。有学者主张要做到几个结合：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积极性和稳定性

相结合的原则。[22]张式谷教授则注重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突出民主政治建设的原则，要

求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同经济文化建设必须协调发展；以发扬党内

民主带动国家民主和社会民主；维护安定团结。[23]谭健更注重：科学性原则；系统性原则。

[24]有些学者指出，坚持这些原则还要讲求一些条件，即充分的理论准备；舆论准备；完善

的方案准备；转变政治观念；人民要求改革。[25] 

  六六六六、、、、中外政治体制改革比较研究中外政治体制改革比较研究中外政治体制改革比较研究中外政治体制改革比较研究 

  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比较研究 

  刘绍春代表了中国大部分学者的观点，认为，世界是多样性的，中国不能照搬西方政治

体制的模式，中国不存在实行三权鼎立和多党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26]中国的社会

制度与美国不同，美国式的民主不适合中国。[27]首任日本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也指出，中

国不一定要学习“三权分立”、“两党制”，但应考虑把人大、国务院和党中央的关系理清

楚。[28]林德教授也认为，中国的优秀人才大都集中在执政党内，目前除了共产党以外还没

有任何一个党有这样的能力和威信挑得起这副担子。因此人为地去建一个反对党，对国家的

稳定与建设没有好处。两党制不太符合中国的实际，除非大陆与台湾握手，组织联合政府。

[29] 

  中国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比较研究 

  中国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差别：渐进性和激进性的差别。中

国渐进转型方式不触动原有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而是以经济体制，特别是以生产关系较为

简单的农村为起点，而苏联激进式改革则一步到位，不经过试验。[30]在舆论动员、改革的

布局、改革的突破点、改革的根本目标和政党制度的改革五大方面的差别，分别是：苏共过

分宣传、渲染“差距论”，全面否定斯大林，中国则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中国以政治

体制改革为先导是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戈尔巴乔夫既没有处理好政治体制与

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又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苏联把国家权力机关体

制作为改革突破口，中国则是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为突破口；戈尔巴乔夫选择了“人道的民

主的社会主义”，中国则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苏共抛弃民主集中制和实行多党制，中

国实行的一直都是多党合作制和民主集中制。[31]  

  从中应该汲取的教训，主要有以下几点：（1）渐进性的改革适合中国。王孝春认为，

苏联改革企图用剧烈变革政治体制的方式达到改革的目标，结果使社会矛盾呈“核裂变”式

突然爆发。[32]一步到位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渐进改革的战略，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

然选择。[33]（2）加快政治体制改革。高放认为，苏联东欧剧变真正的经验教训是政治体

制改革长期老是迈小步。苏联东欧前期“左”、后期右，长期“左”和晚期右葬送了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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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中国一定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 。[34]（3）以稳定为前提。徐湘林指出，中国的政治体

制改革是以政治稳定为前提的，其特点是渐进的和累计性的。[35]苏联的改革打破了国家的

稳定。中国的政治稳定应该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倒性的因素。[36]政治上的相对稳定和集

中可以减少改革中摩擦和冲突引起的损耗，保证改革和发展的顺利进行。[37]（4）必须坚

持适应性、有序性和协调性三原则，即必须与国情高度适应；有目标、分步骤；必须正确处

理政治改革、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系，必须正确处理领导者、执行者和监督者的关系。

[38]（5）要有战略和策略。李黎说，社会主义民主制具有二重性：一方面，社会主义民主

有无限的生命力和无穷的力量源泉。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初生不久，因而稚嫩、

羸弱，显示了改革的必要，又为改革增添了难度。因此在改革中既要讲求坚定正确的战略，

又要有灵活机动的策略。[39]   

  （6）处理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包心鉴研究员指出，苏联和东欧国

家或者仅仅进行经济改革，政治体制中的弊端长期积淀；或者不顾时机和条件，急于进行大

规模的政治改革，陷入失控和无序状态。[40]      

     七七七七、、、、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难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难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难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难点 

  一是政治体制改革自身存在的难题。黄卫平认为在于：平衡、协调好各个体制层面之间

改革的轻重缓急；借鉴西方经验和中国国情的复杂关系；改革的紧迫性与慎重性的辩证关系；

协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容和完善民主具体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41]二是利益问题。李

景鹏从利益角度思考，改革意味着利益重构，因而困难重重。董郁玉认为，体制性阻力源于

现有体制已经使某些人获得相对稳定的利益。三是意识或文化问题。金太军提到了“传统文

化”中官本位意识等既是影响政治改革的负面因素。[42]四是，王贵秀提出我国的改革虽有

总的理论指导，但是毕竟是原则性的，不能满足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需要，尽快形成具体的、

系统的改革理论是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难题，并指责“少谈点主义，多谈点问题”

的改革哲学。[43]五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已经在各个领域积累了大量的矛盾，这些矛盾正成

为经济改革的严重阻碍。[44]六是机构改革没有与机制转换相配套，政府职能转变跟不上时

代需要。七是人治。[45]八是，“最难改的，是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46]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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