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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谢寿光社长数度敦促我将近年来的一些访谈辑集出版。
他的想法不无道理，因为访谈的问题往往是学术界的热点问题，访谈者面对媒体也总是用简洁明快的
语言表达自己的看法，故而，访谈录倒不失为集中展示学者观点的一条捷径。
我不是那种明星型的学者，一般不接受媒体采访。
经常的情况是，当记者访谈的问题也正是我希望引起社会关注时，我便欣然接受采访；或者当觉得某
些问题需要引起关注时，我便主动向编辑记者约访。
由于这个原因，我的访谈文章并不多，这个集子差不多收录了我的全部访谈。
　　我把这个集子起名为《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是我2005年在接受香港《大公报》记者采访时说过
的一句话。
不少读者可能会问：民主是个好东西，这还有什么好说吗？
是的，这有很多话可以说，而且应当好好说一说。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
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
坦率地说，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
至是一个坏东西。
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们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他们的权力
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们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
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喜欢。
当然，他们不喜欢也不会明说，而会说，民主怎么不符合国情民情，民主的条件怎么不成熟，公民的
素质怎么不行；或者说，民主的毛病是如何如何的多，民主会带来多少多少的危害，等等。
因此，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推动和实践。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什么都好。
民主绝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
民主确实会使公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从而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民主重视政治的过程和程序，
它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民主往往
需要反反复复的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
效率；民主还会使一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如此等等。
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
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或者如一位著名政治家讲的那样，民主是一种比较不坏的政治制度。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可以为所欲为，能解决一切问题。
民主是一种保障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它只是人类众多制度中的一种，主要规范人们的政治生活，而
不能取代其他制度去规范人类的全部生活。
民主有其内在的局限性，不是万灵药，不能包医百病，不可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甚至常常连起码
的衣食住行问题都无法解决。
但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
民主不仅是解决人们生计的手段，更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不仅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更契合人类自
身固有的本性。
即使有最好的衣食住行，如果没有民主的权利，人类的人格就是不完整的。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就没有痛苦的代价。
民主可能破坏法制，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一时失控，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民
主也可能破坏国家的和平，造成国内的政治分裂；民主的程序也可能把少数专制独裁者送上政治舞台
。
所有这些，都已经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出现过，并且还可能不断再现。
因此，有时民主的代价太高，甚至难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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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民主本身的过错，而是政治家或政客的过错。
一些政治家不了解民主政治的客观规律，不顾社会历史条件，超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切实际地推
行民主，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一些政客则把民主当作其夺取权力的工具，以“民主”的名义，哗众取宠，欺骗人民。
在他们那里，民主是名，独裁是实；民主是幌子，权力是实质。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是无条件的。
实现民主需要具备相应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不顾条件而推行民主，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
的结果。
政治民主是历史潮流，不断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国的必然趋势。
但是，推行民主的时机和速度，选择民主的方式和制度，则是有条件的。
一种理想的民主政治，不仅与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地缘政治、国际环境相关，而且与国
家的政治文化传统、政治人物和国民的素质、公民的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
如何以最小的政治和社会代价，取得最大的民主效益，需要政治家和民众的智慧。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也是一种政治艺术。
推进民主政治，需要精心的制度设计和高超的政治技巧。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就可以强制人民做什么。
民主最实质性的意义，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的选择。
尽管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任何人和任何政治组织，都无权以民主的化身自居，在民主的名义下去强迫
人民做什么和不做什么。
民主需要启蒙，需要法治，需要权威，也需要暴力来维护正常的秩序。
但是，推行民主的基本手段不应当是国家的强制，而应当是人民的同意。
民主既然是人民的统治，就应当尊重人民自己的自愿选择。
从国内政治层面说，如果政府主要用强制的手段，让人民接受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制度，那就是国内
的政治专制，是国内的暴政；如果一个国家主要用强制的手段，让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接受自己的所谓
民主制度，那就是国际的政治专制，是国际的暴政。
无论是国内专制还是国际专制，都与民主的本质背道而驰。
　　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对于我们来说，民主更是一个好东西，也更加必不可少。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最近胡锦涛主席又进而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
也就是说，没有民主，就既没有社会主义，也没有现代化，更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当然，我们正在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吸取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民主政治方面的优秀成果；但另一方面
，我们不照搬国外的政治模式。
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也必须密切结合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条件。
只有这样，中国人民才能真正享受民主政治的甜蜜果实。
　　上面说了这么多，都是对书名的解释。
最后，我还得就本书的内容说几句。
本书收录的访谈，大体上包括了我的主要研究领域，例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中国政治、比较政
治、治理与善治、政府创新、全球化、公民社会、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等；也反映
了我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代表性理论，如增量民主、动态稳定、民主治理、多元社会、政府创新、公
民社会和全球化等。
由于是访谈文章，主要对象不是专业学者，而是普通读者，所以不太注意学术规范，而重在深入浅出
和明白易懂，对一些问题也多是点到为止，不能做充分论证。
十分感谢采访过我的编辑记者和发表这些访谈的报纸杂志，许多媒体朋友不但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而且富有见地，事实上我与他们分享着本书中的许多思想和观点。
也要再一次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本书的编者闫健同志，不是他们的催促和帮助，就没有本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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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俞可平 于京郊方圆阁 200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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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虽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
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
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
东西⋯⋯因此，民主政治不会自发动转，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推动和实践。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什么都好。
民主绝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
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
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或者如一位著名政治家讲的那样，民主是一种比较不坏的政治制度。
　　本书收录的访谈，大体上包括了作者的主要研究领域，也反映了作者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代表性
理论，由于是访谈文章，主要对象不是专业学者，而是普通读者，所以不太注意学术规范，而重在深
入浅出的明白易懂，对一些问题也多是点到为止，不能做充分论证。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主是个好东西>>

作者简介

　　俞可平教授，政治学、哲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
浙江诸暨人。
1981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现为绍兴文理学院）政史专业，198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哲学系
研究生班，1985年获中山大学哲学硕士，1988年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毕业，获政治学博±
学位，成为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政治学博士。
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
中心主任，并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
专家、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课题总负责人，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等
校教授，曾任联合国政府创新咨询专家、美国杜克大学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等校访问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当代中国政治、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全球化、治理与善治、公民社会、政府创新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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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　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有什么关系　　记者：当前，马克
思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也依然有很大影响，马克思本人还被英国广播电台(BBC)的听众评为“千年最
伟大的思想家”。
这种情况与上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命题有什么样的关系?　　俞：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之所以经久不衰
，之所以成为人类进步的行动指南和思想源泉，根本原因在于它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
作为仝世界劳动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给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
人类进步的巨大动力。
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决不仅限于直接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和发展；不管人们是否愿
意承认，事实上它对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也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特里尔市的一份关于该城的简介上有这样一段话：特里尔人有两件事特别引以为豪
。
一是，特里尔曾经在很长时期内是罗马帝国的重要都城，并因此被誉为“欧洲历史的博物馆”；另一
件事是，特里尔出了一个名叫马克思的伟人，他在特里尔长大后走出特里尔去改造世界，整个世界确
实也因他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记者：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与我们通常提及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有什么样的内在联
系?　　俞：我们通常讲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般地说，这当然是对的。
但问题是，我们所要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哪些立场、观点和方法呢?我以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
，就是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争取自由、民主、平等、尊严和福利，就是解放全人类，就是最终实现人
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
讲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首先就要讲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立场；坚持马克思土义，首先就必须坚持实现人
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根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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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治理－善治既是现实的政治实践，也是一种反映政治现实的宏观理论，同是还理一种分析政治现
实的途径。
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比起其他的传统政治分析方法来，治理与善治方法具有自己明显的优点
。
首先，它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范畴；其次，在分析政治发展时，它比其他方法更加全面；再次，它
体现了发展的方向。
用治理和善治方法分析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主要关注其治理的环境，如政治环境、法律
环境、经济环境、文化和社会心理环境，治理的结构，如政府机构及其在中的角色、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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