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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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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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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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uel Huntingt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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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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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层民主是最大的民主。
    基层民主之大不仅在基层。
因此，基层民主的逻辑就不仅在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等诸方面，同时还在于
由农村向城市、由基层自治到地方政权建设等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联动效应。
    以农村的村民自治为重点，本书精选的各篇论文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作了全面
的梳理。
既突出了基层民主的总体方案。
也注重其要素内涵，同时包括了对典型个案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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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传统乡村社会及其政治需求　　大量对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文献表明，传统乡村社会在不
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有很大的差异，不会是一个统一模式。
但是，在大部分国家的大部分历史阶段，传统乡村社会除以农业为主业之外，尚有这样的相似特征：
①居民之间在经济上有等级差异，有穷人和富人之分（欧洲的等级差异比较固定，而中国的等级差异
不固定）；②经济与政治上与外部世界联系较弱。
下面我们以这两个假设为前提讨论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问题，并相信这两个假设具有充分现实性
。
只有在社会处于大动荡时期，这两个假设条件才受到破坏。
　　所谓政治，是指人们之间、社会共同体之间形成稳定利益关系的过程以及维持稳定利益关系的规
则。
通常，秩序与安全是利益关系得以稳定的基本要素。
良好的政治结构必须提供秩序和安全这种公共物品。
所以，也可以把政治看作一种供应公共物品的制度。
一个共同体的政治特征必取决于共同体的经济特征（经济特征最终与自然环境特征有关）。
依据前面的假设，在传统乡村社会，人们也要寻找一种途径，即一种政治结构，来解决秩序和安全问
题。
　　（二）“直接民主”的虚假性　　所谓直接民主（不是直接选举），是指共同体的主要公共决策
由全体成员投票决定。
如果认为乡村社会共同体因为人数少，社会事务简单，就可以实行民主决策，甚至实行“直接民主”
，那么，这种看法可能过于简单。
从历史实践看，各民族从来没有普遍实行过这种制度，现代西方国家在极个别的问题上才采取“全民
公决”的做法。
西方一些学者发现，当共同体成员超过7人以上，对共同体事务直接讨论决策的效率就开始下降。
所以，民主制度普遍地采取代议制形式。
　　韦伯认为，如果有下列条件，直接民主也是可能的：①这个组织必须是区域性的，或其成员的数
量是有限的；②这些成员的社会地位必须没有很大差异；③行政功能应该比较简单和稳定；④必须有
目的地进行最低限度的人员培训。
一般来说，传统乡村社会不具备韦伯所说的这些条件。
韦伯认为在一个异质的社会里，直接民主会造成毫无效率的管理、令人讨厌的无能和不稳定，并且最
终急剧增加暴戾的少数人统治的可能。
这种少数人统治之所以可能，完全是因为缺乏技术上有效的管理而造成了协调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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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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精选的各篇论文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作了全面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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