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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通过对中国经验的挖掘，评述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并阐述协商性民主化模式及其对中国民主化的
意义。
本书注重社会科学和公共事务的有机联系。
政治理论工作者往往随着学科的专业化，构建各种只有内行才能看懂的术语，脱离了公共事务，成为
一个封闭的圈子。
本书试图使社会科学回到公共事务中，努力使专业知识与公共事务结合；主张学者走出学斋，走向基
层，做好踏实的政治实验下作。
为此，本书详细介绍了协商民主制度的工作流程和方法。
只有在政治实验中我们才可能积累一些可靠的知识来推进中国学术和协商民主的发展。
为此，在这几年中，笔者注重政治实验及其细节，强调制度和程序问题，希望借此来改变中国人的开
会习惯，在会议程序和会议过程的每个环节中尽可能地体现协商民主的基本原则，并提高协商民主的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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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和评述了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并以中国地方协商民主经验讨论了西方民主协商理论中的基本
问题，阐述了协商性民主化模式及其对中国民主化的意义。
它详细介绍了地方协商民主制度、方法和工作流程，讨论了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
本书注重政治实验及其细节，强调制度和程序，希望以此来改变中国人的开会习惯，在会议程序和每
个环节中尽可能地体现协商民主的基本原则，并提高协商民主的质量。
此书可作为大学教材，尤其适合作为研究生教材，亦可作为本科生、教师的研究参考书。
本书的写作风格兼顾学术性和通俗性，尤其可成为基层工作人员的工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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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包钢，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和政治学院首席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学和中国政
治研究。
英文著作有The Democratization of China；TheDemocratic hnplications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Nationalism，National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与郭英杰合著）；Rural Democracy in
China。
合编的著作有Multiculturalismin Asia（with Will Kymlicka）；TheSearch for Delibera rive Democracy inChina
（with Ethan Leib）；Federalismin Asia（with Galligan and Inoguchi）。
中文著作有《寻找民主与权威的平衡》（与郎友兴合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民主理论》，法
律出版社，2008。
中文译著有罗尔斯《正义论》（与何怀宏、寥申白合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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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代协商民主理论可视为对古典协商民主传统的复兴，而不是完全的创新。
在雅典民主中，审议是在对全体公民开放的公民大会中展开的，协商、讨论、争辩占有极其重要的地
位。
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审议是公民公开讨论相互论辩和商讨法律的过稗。
①英国保守主义大师ff|克认为，议会应是全民利益的协商大会，不应以地方意图和偏见为导向。
自由主义大师密尔也曾大力提倡通过讨论实现治理（ government by discussion）。
⑦近代自由主义者杜威对选举民主的“多数决定”提出了质疑，他主张以公开讨论和平等交流的方式
代替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即“政治民主的发展使用互相商讨和自愿同意的方法来代替使州强力从上
到下使多数人服从于少数人的方法”。
　　协商民主的兴起和发展具有人类普遍的经验、条件和意义。
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复杂、多元、高风险的社会需要一种民主治理体制。
协商民主理论为建构这种治理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
世界各地各种不同协商民主实验可视为探索民主治理的努力。
中同地方创新中各种民主恳谈会的涌现也是追求民主治理的一种形式。
这说明了协商民主产生的普遍性。
在中国，协商民主的盛行还与目前权威体制下人们追求民主化的努力有关系。
但是，这只是一个特殊背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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