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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新局面》，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代序：中国式民主的三个问题　１　　　　

代序：中国式民主的三个问题

追之历史，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已经进入“而立之年”了，中国政治体制

改革的脉络也逐渐清晰，越来越聚焦于民主政治；按之逻辑，就民主政治来讲，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回答了三个问题。

一

中国有民主吗？

回答是，有。

无论是“中国威胁论”的鼓噪者，还是“中国机遇论”的青睐者，在西方人看

来，把“中国”同“民主”两个字放在一起就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如果要把“中国

式民主”作为关键词来讲，那就肯定会让一些人大为光火了。

在比较政治学的视野内，中国几乎从不被当做民主国家来看待。无论是比

较政治学的领军人物阿伦德·利普哈特（ＡｒｅｎｄＬｉｊｐｈａｒｔ），还是民主化问题的专
家塔图·温汉南（ＴａｔｕＶｅｎｈａｎａｎ）、罗伯特·达尔（ＲｏｂｅｒｔＡ．Ｄａｈｌ），都没有把中
国列入民主国家的范围之内。温汉南提出过一个民主标准，即一个国家要想成

为民主国家，就必需：

（１）总人口中有１０％或是更多的人参与到选举中来（Ｐ）；
（２）有３０％或是更多的选票被投向非最大党的其他党派（Ｃ）；
（３）ＩＤ，或是Ｐ乘以 Ｃ不能低于５０％。因此，如果 Ｐ在１０％的极限值，而

Ｃ就应该至少在５０％的水平。如果 Ｃ在３０％的极限值，那么 Ｐ就必须至少在
１６６％的水平。

温汉南的民主指数有一定的代表性，包括塞缪尔·亨廷顿（ＳａｍｕｅｌＨｕｎｔｉｎｇ
ｔｏｎ）在内，西方的民主理论家大多把选举和竞争视为民主的基本要素。显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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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按西方国家的民主指数来评定的话，支撑中国民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就会变得一无是处。那么在

某些西方人眼里看来如此专制、独裁的中国政治是不是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了

呢？或者说，中国已经民怨沸腾，中国政府已经怨声载道了呢？

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２００６年，皮尤全球民意调查（ＰｅｗＧｌｏｂａｌ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Ｓｕｒｖｅｙ）对各国居民对自己国家的满意程度进行了调查。其中，有一个提问是：
“你对你的国家的状况满意吗？”在中国，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８１％的受访者回
答“是”。实际上，早在２００１年，在美国民主理论家拉里·戴尔蒙德（ＬａｒｒｙＤｉａ
ｍｏｎｄ）主编的《中国的选举与民主》（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ｉｎＧｒｅａｔｅｒＣｈｉｎａ）一
书中早有相同的结论，大多数中国人支持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

在戴尔蒙德的著作中，大部分作者亦对中国的民主化前景表示出乐观的态

度。比如，就中国的村民选举，作者认为，支持改革的精英将会同普通公民一

道，最终形成一种民主的政治体制，在那里，政治领袖都是经过定期的、自由的

选举产生。不仅如此，该书的作者还相信，中国的文化能够支持民主政治的建

设，为民主政治的巩固作出贡献。

两相比照，结论可能是，西方人的“科学”推翻了自己的“科学”。就算是这

样，我们仍然可以退后一步，假设所有参与调查的中国人都在说谎，但让人不能

回避的事实是，以某些西方标准来评论的百无是处，甚至是专制的中国政治却

并没有崩溃，“中国的天没有塌下来”。这不仅仅是美国《新闻周刊》（Ｎｅｗｓ
Ｗｅｅｋｌｙ）作家扎卡利亚（ＦａｒｅｅｄＺａｋａｒｉａ）的惊呼，而且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人们
越来越多地看到的一个事实是，不但中国的天没有塌下来，而且中国的民主政

治一直在创造着奇迹。

事实上，即使是那些没有把中国列为民主国家的西方学者，也认为中国存

在着民主。１９９９年５月，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中心召集美国国内顶尖的从事
民主研究的学者举行了一次学术研讨会，会议的议题就是如何在拥有１３亿人
口的中国实现民主，部分学者即对中国的民主表示出了相当程度的乐观。

我们看到，空泛地说中国没有民主或是有民主，都只是雾里看花的判断。

它同有什么民主的问题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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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有什么民主？

回答是，中国式民主。

就这一点，也许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学者的评论更为公允。“印度信息

网”对２００７年中国的两会作了评论，认为“中国式民主制度正在成为世界民主
制度的一种新模式”。与西方民主强调竞争、参与不同，中国民主强调人民当家

做主。该网明确指出：“世界上并不是只有西方民主一种模式，只要坚持民主本

质，即人民当家做主，就是一种有效的民主……中国民主制度适合中国的

国情。”

当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兜售的“华盛

顿共识”信誓旦旦时，中国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保持了经济的繁荣；当中国的发

展模式被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雷默（Ｊｏｓｈｕａ
Ｒａｍｏ）称为“北京共识”时，姑且不论其内涵的科学性，仅就其中所蕴含的对“中
国特色”的理解，实际上就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来发现中国发展模式的某些特点。

如果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进程来看，中国式民主无疑是“中国模式”、“北京

共识”等一系列新鲜概念的组成部分，它与市场经济、先进文化等一起构成了中

国改革模式中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多样化的一足。中国的民主如此

复杂、如此多样，以至于我们无法用任何一种明显的特征来把它同其他模式的

民主区别开来，只能笼统地称之为“中国式民主”。那么什么是中国式民主？我

们只能说，中国式民主就是中国式民主。如果你硬要为它明示一系列特征的

话，那你实际上是在限制它，抹杀它的活力与创造性。

实际上，这个问题同第一个问题是连在一起的。之所以有些人认为中国没

有民主，或者中国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就是因为人们对什么是民主并没有一

个统一的认识。如果以温汉南的民主指数来衡量中国的话，中国显然谈不上是

民主国家。尽管中国有很高的参选率，但是因为中国没有实行西方那种两党制

或是多党制，中国的民主指数为零。实际上，这是以西方政党理论分析中国政

治实践而造成的对中国的误解。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性质、宗旨、目标、组成等多

方面与西方政党相异，而且在中国政治发展的转型时期所担负的任务和执政的

实践使得它与西方政党更是相差甚远。

仅以中国农村基层的“两票制”为例。简单地讲，“两票制”是允许党外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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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以某种特殊方式对党组织的负责人进行初选。这在西方民主制度当中是不

可想象的，在世界上可能都是独一无二的。如果套用西方的政党理论来理解中

国共产党，显然会歪曲事实，甚至会张冠李戴。

不仅中国的基层民主如此，而且党内民主、法治民主、协商民主等等民主模

式，均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实践的产物，处处闪耀着中国式民主的亮点。中国

特色正是中国式民主的要义。这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同时更是体现在中国民主

政治建设过程中的实践。

１９７８年，邓小平首次提出“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吹响了中国政治体制
改革的第一声号角。经过近３０年的发展，中国由“革命的法治”走向“依法治
国”，不仅成功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而且创造了与西方宪政民主理

论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民主”模式。

再以政协为例。在西方民主理论中，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显然是一个“另

类”；把政协提高到一个如此重要的地位，与人大并称“两会”更会让西方一些民

主理论家们感到莫名其妙。然而作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中国的政协

一直履行着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等重要职能，其成员具有广泛的代

表性。从２００７年全国政协的组成来看，有委员２２３８人，其中中共委员占４０％，
非中共委员占６０％。在非中共委员中，８个民主党派的委员为６６６人，５５个少
数民族的委员为 ２６２人，其他还有各社会团体、宗教团体负责人和各界知名
人士。

现在，这一“另类”竟与当代西方最热门的协商民主（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ｄｅｍｏｃｒａ
ｃｙ）理论发生了某种勾连。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为了应对多元社会的挑战，
西方学术界逐渐兴起了协商民主理论。当这一理论被介绍到中国时，人们才发

现，中国特色的政治协商不仅遍地开花，而且已经形成了有效的制度。除了政

协这种制度化很强的形式外，中国在各地已经创造出了一些十分有效的协商形

式，比如温岭通过听证会、民主评议会、民主恳谈会等协商形式实现了协商民

主。澳大利亚迪肯大学讲座教授何包钢在考察了温岭的协商民主模式之后称：

“在今后的２０年里，中国将会在增进协商民主方面创造奇迹！”实际上，这并非
夸大其辞。２００６年年初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明确
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

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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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何发展中国式民主？

这是一个大问题。相信读过本套丛书，读者自会有所启发。诚如是，当为

幸事。

记于２０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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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民主：定位、内涵与战略　３　　　　

党内民主：定位、内涵与战略

　　高　建　佟德志

　　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位一体的中国政治体制
改革方向中，通过民主的制度化实现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期

已经基本上取得了成功。继之而后，如何处理“人民当家做主”和“党的领导”

的关系，实现民主执政和党内民主开始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正

确认识和理解发展党内民主的精神，切实探讨发展党内民主的意义、内涵和途

径成为我国政治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近年来，党内民主成为中国民主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① 围绕着党内民主，

研究者提出了许多理论建设和实践主张，其中涉及党内民主的概念、党内民主

的意义、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有些论文还对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途径与经验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为对我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回应与思考，党内民主的研究

也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

一、党内民主建设的价值定位

确定党内民主的价值定位是党内民主能够健康发展的基础。研究者们从

① 就中国国家图书馆中文及特藏数据库的检索结果来看，国内学术界有相关的学术著作３６部。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中文及特藏数据库；统计方法：计算机检索；检索词：党内民主；检索方式：全

字段查询；检索结果：３６个记录；截止时期：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０日。）就中国期刊网专题全文数据库（ＣＮＫＩ）
的搜索结果来看，在标题中含有“党内民主”的论文就有７０６篇。（数据来源：中国期刊网专题全文数据
库（ＣＮＫＩ）；统计方法：计算机检索；检索词：党内民主；检索方式：标题；检索结果：７０６个记录；截止日期：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０日。）就百度搜索引擎数据库的搜索结果来看，有３７３，０００条记录。（数据来源：百度搜
索引擎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ａｉｄｕ．ｃｏｍ；统计方法：计算机检索；检索词：党内民主；检索方式：全字段查询；检索结
果：３７３，０００个记录；截止日期：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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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角度对党内民主的价值定位作出了大量的研究。

一般的研究者认为，党内民主对党的建设意义重大。林尚立在《党内民

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一书中指出：“党的建设离不开党内民主。党

内民主既是党的本质规定性，同时也是党建设和发展的现实要求，因而既是目

的，又是手段。”①在《党内民主：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与实践》一文中，林尚立指

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来说，党内民主，不仅是一种制度形态，而且

也是一种基本的政治生活，是科学的制度和健康的政治生活的有机统一。因

而，它不仅涉及党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而且涉及党的作风建设和思想建设，

换句话说，党内民主建设关系到党的建设和发展的全局。”②

更多的研究者将党内民主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与政治文明

建设联系起来，从而使党内民主超出了一般的党建意义。在《论党内民主建设

目标的三个层次》一文中，闫希伦将党内民主的价值定位分为三个层次：直接目

标———保障党员权利，根本目标———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最终目标———实现人

民民主。作者认为，三个层次的目标互相照应，朝着最终目标发展。③ 另外，还

有研究者从防腐、反腐、社会和谐等多个层面对党内民主的价值定位进行了思

考。以下仅就其中最为典型的加强执政能力、推动人民民主、建设政治文明三

个方面出发对党内民主的价值定位作以考察。

１．发展党内民主，加强执政能力建设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加强党的领导的基本

要求，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自身能够实现民主化，完善民主制度，活跃民主生

活。因此，党内民主的建设本身就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需要。这成为学术界

研究者的一个共识，也成为党内民主的一个重要价值定位。

在《发展党内民主对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作用》一文中，孙红竹认为，

发展党内民主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作用在于：有助于促进正确方针政策

的制定并执行；有助于促进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有助于促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有助于促进党同人们群众的血肉联系，密切党群关系；有助于促进党风廉政建

①

②

③

林尚立：《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０８页。
林尚立：《党内民主：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与实践》，《探索与争鸣》，２００２年第６期。
闫希伦：《论党内民主建设目标的三个层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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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反对和惩治腐败。①

在《发展党内民主是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工程》一文中，于连锐认为，正确

认识执政能力与党内民主的关系，是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从党

内民主对党的指导思想、党员队伍素质、党的基本制度、政策形成机制的影响上

看，党内民主决定执政能力。我们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

党内民主与执政能力的密切关系，克服就能力谈能力的误区，把党的执政能力

建设建立在党内民主的坚实基础之上。②

在《党内民主建设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一文中，姜山、孙勇胜、刘彤

指出，党内民主建设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发展党内民主制度是提升党

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完善与创新党内民主制度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固本

之策，建立与创新党内监督制度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只有加强党

内民主建设，才能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才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

能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③

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以发展党内民主为突破口》一文中，王丹亦

明确地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以发展党内民主为突破口。在作者看

来，发展党内民主是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只有发展党内民主，才能保证党

的团结统一，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才能保证党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保证

党的决策正确和执行有效；才能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最有力的制度保

证；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和消除腐败问题，提高党的执政能力。④

２．发展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

就政治体制改革的三项基本任务来看，加强党的领导与实现人民当家做主

之间存在着一个应然而且是必然的联系。那么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

做主的有机统一呢？

在《民主政治的历史趋势与党内民主的选择》一文中，胡伟指出，我们的民

①

②

③

④

孙红竹：《发展党内民主对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作用》，《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２００５年
第６期。

于连锐：《发展党内民主是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工程》，《理论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姜山、孙勇胜、刘彤：《党内民主建设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理论探讨》，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王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以发展党内民主为突破口》，《重庆交通学院学报》（社会科

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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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治发展必须超越西方式多党竞争的体制，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通

过党内民主的制度化来逐步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形成一种非多党竞争

的民主体制。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也是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应当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着力

研究的大问题。①

在《略论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关系》一文中，汪锡奎认为，党的

领导与人民民主的统一主要在于党的领导适应人民民主，在于党的决策活动，

党的理论、政策和对于国家政权的组织活动适应人民民主制度的实践。党的领

导适应人民民主的关键是党内民主。党通过党内民主实现对人民利益的广泛

输入和正确综合，从而保证政治决策符合时代和人民利益的要求，得到大多数

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党内民主的发展是人民民主发展的前提，又以人民民

主的发展为动力。没有人民民主的发展就没有党内民主的充分发展，反之亦然。②

在《马克思主义党内民主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实践》一文中，许耀桐指出，在

中国，实行党内民主至关重要，没有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将受到很大的影响、限

制。我们党已经找到发展党内民主和发展人民民主的最佳路径，即以党内民主

带动人民民主，党内民主先行一步。发展党内民主，首先要从基层党组织做起，

然后逐级而上，实现全党民主。③

在《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由之路：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一文中，原方指

出，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的政治、思想、组织资源，党内民主的基本原则制约、影

响人民民主的运行方式，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具有直接的指导和垂范作用。通

过发扬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发展，就要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以

党内民主制度化引导人民民主制度化，以党内民主程序化推进人民民主的

发展。④

在《论重视和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问题》一文中，杨怀生指出，事实表明，

没有充分的党内民主，就不能正确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能充分调动全党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不能凝聚全党的意志和力量，也就没有党的事业的兴

①

②

③

④

胡伟：《民主政治的历史趋势与党内民主的选择》，《探索与争鸣》，２００２年第８期。
汪锡奎：《略论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关系》，《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２００４年第

２期。
许耀桐：《马克思主义党内民主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实践》，《新视野》，２００６年第１期。
原方：《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由之路：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理论探索》，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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