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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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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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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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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nd Lijphart），还是民主化问题的专家塔图·温
汉南（Tatu Venhanan）、罗伯特·达尔（Robert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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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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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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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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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党内民主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还是中国民主的先锋、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
21世纪的中国，人民要民主，党就要建设民主。
　　由这一内外兼修的价值定位出发，本书精选的各篇论文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
监督等诸方面，对党内民主的建设进行了种种战略考虑，从而凸显了既注重党内民主的制度建设，也
兼顾党内生活的民主化，综合推进党内民主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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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价值定位　　党内民主与政治发展：开发中国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　　20世纪是民主在世
界范围内取得广泛认同和胜利的世纪，任何一个政治体系不仅要把民主作为一种必须尊重的基本价值
，而且要面对如何实践民主的现实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自建国之初就把人民当家做主作为一种基本
的政治理念和治国纲领，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和探索。
但由于多种原因，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当今的国际和国内社会中所面临的民主
化张力也越来越大。
应当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经济发展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与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相比，政治发展则显得相对滞后，腐败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存
在，一些党政官员的权力没有得到合理的约束，决策民主化的目标尚未实现，民主不够和集中不够的
问题同时存在。
这不仅有悖于民主政治的一般价值，也不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
从把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带人21世纪的战略视野出发，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倡导的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严肃而认真地思考我国的政治发展问题，切实推进民主化的进程，以
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并使中国树立一个更好的国际形象。
同时，中国的民主化也需要考虑其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历史传统与政治文化的特殊属性、超大规模
社会的现实状况和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处境等具体国情，做到既积极又稳妥地推进民主化，走一条
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内源发展道路。
这是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继续深入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性课题。
这正如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所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
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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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什么是民主？
中国式民主的内涵式什么？
从党内民主、法治民主、基层民主、协商民主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民主政治迈出了怎样的新步伐
？
　　“中国民主”丛书收集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中国学者的研究与思考，旨在
于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一个反思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文献框架，从一个侧面见证中国民主政治不断发展
的道路。
本书收录了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等诸方面精选了众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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