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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是由该国国情、国家性质和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的。
各国政党制度的不同体现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
　　如果从不同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来看，各国的政党制度可以分为对称性政党制度
和非对称性政党制度两大类。
所谓对称性政党制度是指一国内不同政党势均力敌，轮流执政，不同政党的作用和地位呈现出某种程
度的对称性。
所谓非对称性政党制度是指一国内不同政党并非势均力敌，也不是轮流执政，而是各安其位、相互配
合和相互合作，不同政党的地位和作用呈现出非对称性状态。
　　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下简称中国多党合作制度
）。
在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中，既有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也有处于参政地位的八个民主党派，中国
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既亲密合作又互相监督，而不是互相反对；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各民主党派依
法参政，而不是轮流执政。
显然，这是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
行的一党制。
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以其独特的组织形态、结构功能和运行机制，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保
障了人民民主权利的充分行使，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
从组成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不同政党的地位和作用来看，中国的政党制度可以称之为非对称性政党制
度。
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制度优势就在于其非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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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各民主党派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政治功能。
作为中国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之下，可以充当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政治空间和
制度载体。
本书试图在梳理“参政党”概念的历史演变的基础上，明晰参政党的性质、地位、功能、作用以及参
政党建设与执政党建设的关系，在理论层面解读参政党的存在对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社会平稳转型
的特殊意义和理论价值，并丰富现行的政党理论。
本书的主旨是回答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为什么要加强参政党建设以及如何加强参政党建设这两个兼具
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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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从民主党派建设到参政党　　建设的历史演进　　从新中国的建立历程来看，中国参政党
建设包括两个阶段：一是参政的“民主党派”建设；二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参政党”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对复杂而繁重的国家政权建设任务，加之长期的战争破坏，国家常规的
治理资源极为贫弱。
一方面，为了有效地建立和巩固国家政权，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非常需要动员社会一切积极力量以顺利
推进国家建设。
另一方面，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武装对抗中形成的革命友谊关系，使得各民主党派
事实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这种相互信任关系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合作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因此，各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政权建设，进入各级政府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就成为特定政治力量格局背景
下各方的理性选择。
后来，由于计划经济时代高度集权的政治权力结构，国家权力得以极度膨胀以及“极左”思想的泛滥
，民主党派在现实的政治运作与制度实践中一直没有落实为真正的参政党，即使是在1989年，政党建
设亦主要是建设与共产党合作的民主党派。
我们认为从1949～1989年是中国参政党建设的前期，即民主党派建设时期。
而此阶段又以1956年为界限分为阶级联盟性质的民主党派建设阶段和政治联盟性质的民主党派建设阶
段。
具体来看，在1956年以前，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建立在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社会基础上
，各民主党派是一种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
1956年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完成，由此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资产阶级随
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而不再存在，各民主党派转变为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
国者的政治联盟。
同时我们认为从1990年开始进入在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进行参政党建设的阶段。
而又以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文
件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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