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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这一时期中国政治所发生的现实变化和进步
。
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许多方面大家的感受是相同的，但如何评价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社
会目前仍缺乏共识。
政治体制的适应论与滞后论的长期争论就是共识缺乏的表现①。
也许正因为如此，《制度成长与发展逻辑：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政治》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研
究，便显得特别有意义。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总结说：“经过90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党和人民必须倍加珍
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有着自身的实践形态和理论形态，而且已经形成了自身的制度形
态。
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特点和优势。
”这些论述清楚地回应了社会中一部分人在肯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同时而否定政治发展、在认
识上割裂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历史关联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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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性质上看，近代以来发育起来的民主政治基本上都属于代议民主的范畴，英美如此，德法如此，
我国亦如此。
由于代议民主的需要，便产生出了一系列与其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没有代议民主，今天许多政治制度
大概都是多余的。
现实中，代议民主的制度表现存在有多种不同的形式，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代议民主嵌入到各种不
同的历史传统、国情之中的结果。
就此而言，所谓发达国家的政治就是指代议民主与它所遭遇到的特定历史传统、国情经过长时期的互
动已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状态；而所谓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则是指代议民主正在与特定的历史传统、
国情相互适应，经过不断“试错”形成制度化状态的过程。
　　对发展中的政治而言，理想的政治制度应该具有一定的“制度包容性”或政治制度的“弹性空间
”。
这样的制度能够包容多种制度价值和发展取向，当遭遇到特定历史传统、国情或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时
具有一定的制度弹性。
从历史上看，一国的政治制度体系缺乏这样的弹性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比如太过刚性且导致了颠覆性
后果的苏联一党制就是例证。
　　那么，怎样看待今天我国民主政治的制度载体呢？
这是讨论我国政治发展的理论前提。
从制度体系以及这个体系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上来看，应该说中国社会已经型塑了自身独具特色的具备
相当“弹性空间”政治制度。
由于这一“弹性空间”的存在，这些制度已经不能靠传统的比较政治理论进行解释。
　　首先，在议会制度上，我国已经形成区域代议与精英代议相结合的代议制度。
所谓区域代议是指以选区为基础由选民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的议会履行代议功能的制度；而精英代议
则是指以某种遴选机制为基础产生的社会各界精英履行代议功能的制度。
在现实政治过程中，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了这一结合。
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宪法确定的国家权力机关，它的“代议”地位无可置疑。
重要的是如何看待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议”功能。
虽然我们长期以来从革命的意义上将政治协商会议定义为统一战线组织，认为它不具有国家机构的性
质，但从实际的政治过程看，它则发挥着相当强的“代议”作用：各界别精英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对
国家和区域公共事务的讨论、提案影响着现实政治的实际状态。
在形式上，各国的议会制度可分为一院制和两院制，此两种制度各有其特定的价值。
从代议的角度看，中国既非严格的一院制，也不是两院制，而是两者的某些特点兼而有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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