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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传统政治的开放本质1 中国传统政治的开放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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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9日，本报“望海楼”专栏刊发新加坡
国立大学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文章
《中国民主模式初步成形》，引起读者关注。今天
我们发表郑永年教授的长篇文章，就中国政治模
式的特点与发展趋势展开探讨，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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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年来学界和政策界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中，
大多数都聚焦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讨论，有意或
者无意回避对政治模式的讨论。本文尝试探讨。

所谓中国政治模式并不会从天上突然掉下
来。它一定已经隐含在中国政治现实的运作过程
之中，也就是运作模式。这种运作模式很可能是
隐性的，也就是非正式化的；也可以是显性的和制
度化了的。探讨中国政治模式就是要把隐性的和
显性的行为模式发现出来。这些隐性和显性的模
式构成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大趋势。说得更简单一
些，就是我们要找出中国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

那么，中国政治模式的核心是什么？根据我
的观察，可以用三个相关的概念来概括，即开放、
竞争和参与。

开放最重要，是竞争和参与的前提。在政治
领域，开放指的是政治过程的开放，即政治过程向
不同社会群体的开放，向不同精英群体开放，向不

同的利益开放。在这个前提下，开放又可引发出
另外两种情况，即竞争和参与。竞争就是竞争人
才，管理国家社会经济事务等方方面面的人才。
竞争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单纯的选举，而是选拔基
础之上的选举，或者meritocracy（贤人政治）之上的
democracy（民主）。参与就是社会的不同群体参与
政治过程。竞争又是参与的前提条件，没有竞争，
就没有参与。参与既可以是对人才的选拔或者选
举，也可以是对政治人物的政策制定和落实的参
与。

开放、竞争与参与既是对中国文化环境中传统
政治模式的反思性总结，更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政治实践的总结。历史的经验表明，中国政治的兴
衰和政治过程的开放度紧密相关。当政治开放的时
候，竞争就会出现，社会就有参与的机会，政治就兴
旺；反之，当政治封闭的时候，竞争就消失，社会就
变得和政治毫不相关，政治就会衰落。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开放是中国文明最主要的特
征。和其他基于宗教之上的文明不同，中国文明的主题
是世俗主义。宗教文明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排他性 （ex-
clusive），而世俗文明的最大特征就是包容性 （inclu-
sive）。包容性的代名字就是开放，就是说中国文明向其
他文明开放，不排斥其他文明。中国文明在其发展史上
已经包容其他很多文明因素，最显著的当是其成功地吸
纳了佛教文明。每次外来文明的到来，在最初必然构成
挑战和冲击，但当成功吸纳外来文明的时候，中国文明
就会有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这个开放的文明体现出来的政治模式则是皇权。皇
权体制蔓延数千年而不中断，有其内在的理由，简单的
否定并不能加深我们对中国文明的认识。很显然，较之
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之前的封建体制，中国皇权体制具有
相当的开放性。尽管皇权本身是排他性的，但相权是开
放的。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国家的“产权”属于皇
帝，但国家的治权或者管理权属于社会。皇权只属于皇
帝本人和皇族。即使这样，如钱穆先生所指出的，只有
皇帝一个人的位置是可以继承的，其他都没有继承的合
法性。这和欧洲国家的政治家族的继承制度不同。

同时，中国的相权相当开放，开放给所有社会阶
层，并且这种开放性是高度制度化的，主要是通过科举
考试制度。尽管从理论上说，皇权无处不在，但在实际
的操作上，皇权的空间并不大，是有限度的。不仅皇权
本身受制于很多仪式规范的，皇帝也往往是“统而不
治”。政府 （相权） 拥有实际的行政权力。正因为此，传

统中国发展出了日后令欧洲人赞叹不已的发达的文官制
度。

而治权的开放性就直接导致社会的开放性，最主要
的是表现在社会流动和政治流动性方面。用现代社会科
学概念来说，传统中国只有阶层和阶级的概念，而没有
出现流行于其他社会的宗族和种姓概念。阶级和阶层是
开放性的，即通过个人的努力来改变自己所属的阶层和
阶级地位，但宗族和种姓则是恒定不变的，人们无法通
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身的所属。所以，中国传统儒家
强调的是“有教无类”，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自
己。

中国世俗文明数千年不中断和其开放本质有关。但
是，传统文明的开放性也具有局限性。从文化融合来
说，有些历史时期中国文明显得信心不足，倾向于走向
封闭。例如明朝中断郑和下西洋进程之后，国家开始封
闭。但应当指出的是，这种封闭性并非排他性。封闭性
只是防御性和防卫性的体现和手段。修长城、闭关守国
是为了防卫，而非文化排他。因此，在皇朝的信心恢复
之后，又会回归开放。

传统中国“开放性”的最大的局限甚至敌人也是皇
权本身。皇权本身表现出来的是排他性、垄断性和继承
性。也就是说，皇权本身与开放性格格不入。皇权是整
个政治制度的核心，这个核心本身不能开放。因此，皇
权的更替只能通过革命来解决。皇权的这些特点导致其
直接的衰落。当其他社会的皇权被边缘化，仅仅成为政
治象征的时候，中国的皇权被现代党权所取代。

在生存了数千年之后，到了近
代中国，传统皇朝国家在西方近代
国家面前不堪一击。在清皇朝衰落
之后，中国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转型，
即从传统皇权转型为现代党权。转
型，是近现代中国历史最有文化意
义的领域。数千年的传统是否因为
半个世纪的革命就消失了？我个人
认为，传统文化并没有激进主义和
革命而消失，而是在革命过程中转
型了。

这就是说，人们必须对中国的
政党制度作一种文化解释，而非简
单地把中国的政党理解成为西方的
政党，尽管双方都在使用“政党”的
概念。中国的执政党是什么？这个
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是一个很不
容易回答的问题。人们经常用理解
世界上其他国家政党的方法来理解
中国的执政党。不过，很显然，尽管
形式类似，尤其是和列宁主义政党，
但中国的政党和西方政党所包含和
传达的文化含义非常不同。

无论是西方民主国家还是在发
展中国家，只要是多党制，任何政党
代表的都是一部分的利益，所谓“党
派”也。“党”的原意指的是人口的一
部分，而非全部。在多党制体系下，
政党的生存和发展靠的是政党的开
放性。如果政党的目标是掌握政
权，那么就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
同。再者，如果同一政党之内的政
治力量意见不合，就可以另行组成
政党。我们可以把此称之为“外部
的多元化”。同时，人民有权利在不
同政党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不喜欢
政党 A，就可以转而选择政党 B 或
者C等等。这个政治过程就为政党
提供了制度机制，迫使其开放，以最
大限度地吸纳不同的利益。

在中国，尽管有不同的民主党
派和其他政治团体存在，但执政党
只有一个，因为其他党派和政治团
体，必须通过执政党所确定的政治
过程而参与政治。在中国，中国共
产党的主体性不言自明。中共的这
种主体性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并没

有改变，也不太可能会改变。这不
仅是因为中共本身的生存发展因
素，更是因为这种主体性具有深厚
的历史文化根源。中国数千年的历
史上并没有产生近代政党概念。和
近代政党比较相近的概念就是“朋
党”。但“朋党”在中国政治文化中
并没有任何合法性。历代历朝都出
现打击“朋党”的事件。

中国近代政党概念来自西方。
但是到了中国，这个概念就逐渐发
生了质的变化。中国并没有多党政
治的传统，多党竞争在中国缺乏足
够的文化土壤。接受西方教育的孙
中山先生曾经尝试过西方式的多党
制，但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什
么？表面上看是军阀或者党派之
争，但实际上是深层次的文化原
因。当社会还不能接受多党制的情
况下，这一制度必然失败，不管其以
何种方式。中国政治历来有统一的
权威，这个统一的权威，传统上是皇
帝。在中国人看来，皇帝不仅仅是
一个个人，而是一整套制度，即帝
制。现在这一统一的权威是组织，
就是党，或者党权。人民从前希望
出现一个好皇帝，现在则希望出现
一个好的党的领导集体。中国老百
姓中间对政党及其领袖的认同是很
显然的。

中国深厚传统文化表明，中国
的政党很难变化成为一个西方式政
党。但另一方面，政党这种组织形
式使得其和过去的皇朝制度区别开
来。前面说过，皇朝制度是一个封
闭的制度，是“家天下”。但政党
则可以成为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
向各个社会群体和利益开放。也就
是说，尽管从结构上，传统皇权和
现代党权具有相似之处，但现代党
权具备传统皇权所没有的特点，那
就是，现代党权具备开放性。传统
皇权究其本质来说是不可民主化
的，因为它的载体是个人和家庭，
而现代党权的载体则是组织。个人
和家庭不可民主化，而组织则可以
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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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所经历的变中共所经历的变
化越来越体现为文明性化越来越体现为文明性，，就是说中共开始呈现一就是说中共开始呈现一
个开放性政党的特点个开放性政党的特点。。这也就是中共和前苏联这也就是中共和前苏联、、
东欧国家区别开来的地方东欧国家区别开来的地方。。

中共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中共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在社会经济利益多在社会经济利益多
元化的条件下元化的条件下，，选择的是向各个社会群体和利益选择的是向各个社会群体和利益
开放政治过程开放政治过程。。这种选择也是文明特征的使然这种选择也是文明特征的使然。。
简单地说简单地说，，中共已经开始形成一党主导下的开放中共已经开始形成一党主导下的开放
型政党制度型政党制度。。

首先是开放首先是开放。。开放最重要开放最重要。。任何一个政治制任何一个政治制
度度，，如果不开放如果不开放，，那么就必然表现为排他性和封那么就必然表现为排他性和封
闭性闭性。。只有开放只有开放，，政治才具有包容性政治才具有包容性。。如上所如上所
说说，，政治上的开放性政治上的开放性，，在西方是通过外部多元主在西方是通过外部多元主
义义，，即多党政治来实现的即多党政治来实现的。。每一种利益都能够找每一种利益都能够找
到能够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到能够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在中国在中国，，因为没有多因为没有多
党政治党政治，，依靠的是内部多元主义来实现的依靠的是内部多元主义来实现的。。社会社会
上产生了不同的利益上产生了不同的利益，，执政党就向它们开放执政党就向它们开放，，把把
他们吸纳到政权里面他们吸纳到政权里面，，通过利益的协调来实现利通过利益的协调来实现利
益代表益代表。。在革命期间在革命期间，，政党要强调依靠一些特定政党要强调依靠一些特定
的阶级和阶层的阶级和阶层，，但作为执政党但作为执政党，，其必须依靠所有其必须依靠所有
的阶级和阶层的阶级和阶层，，这样才能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这样才能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中共的转型不可说不快中共的转型不可说不快。。就社会群体来说就社会群体来说，，
进入中共的政治过程进入中共的政治过程，，也是最有效的利益表达方也是最有效的利益表达方
式式。。在很大程度上在很大程度上，，中共的中共的““三个代表三个代表”，”，已典型已典型
地表明中共必须要代表不同社会利益这样一种现地表明中共必须要代表不同社会利益这样一种现
实的认知实的认知。。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包括私人企业主中国包括私人企业主
在内的中产阶级的人数并不大在内的中产阶级的人数并不大，，但业已表现出很但业已表现出很
强烈的参政要求强烈的参政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执政党与时俱这也就是为什么执政党与时俱
进进，，不仅给与包括私人企业在内的非国有部门提不仅给与包括私人企业在内的非国有部门提
供宪法保护供宪法保护，，而且也容许和鼓励私营企业家入党而且也容许和鼓励私营企业家入党
参政参政。。

中共党员成分变化也能说明这一点中共党员成分变化也能说明这一点。。在毛泽在毛泽
东时代东时代，，工人工人、、农民农民、、干部和解放军占绝大多干部和解放军占绝大多
数数，，但改革开放以来但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和新专业人士和新
兴社会阶层的党员人数越来越多兴社会阶层的党员人数越来越多。。

如果说西方采用的是如果说西方采用的是““外部多元化外部多元化”，”，中国政中国政
党制度所体现的是党制度所体现的是““内部多元化内部多元化”。”。各种利益先各种利益先

““内部化内部化”，”，即容纳进现存体系即容纳进现存体系，，在体系之内争取在体系之内争取
利益和协调利益利益和协调利益。。在成功地解决了民营企业家加在成功地解决了民营企业家加
入执政党入执政党、、进入政治过程的问题之后进入政治过程的问题之后，，中共最近中共最近

又开始强调又开始强调““社会管理社会管理”，”，致力于通过吸纳更多的致力于通过吸纳更多的
社会力量来扩展执政的基础社会力量来扩展执政的基础。。

这种内部多元主义的开放性这种内部多元主义的开放性，，其有效性并不其有效性并不
比其它任何制度低比其它任何制度低。。最近最近，，因为中东世界发生茉因为中东世界发生茉
莉花革命莉花革命，，一些人开始把中国视为和阿拉伯世界一些人开始把中国视为和阿拉伯世界
类似的政体类似的政体。。但从内部多元主义来说但从内部多元主义来说，，中国和阿中国和阿
拉伯世界有很大的不同拉伯世界有很大的不同。。阿拉伯世界基本上既无阿拉伯世界基本上既无
外部多元主义也无内部多元主义外部多元主义也无内部多元主义，，多数政权表现多数政权表现
为封闭性为封闭性，，有一个家族有一个家族 （（君主政权君主政权）） 或者少数几或者少数几
个家族长期垄断政权个家族长期垄断政权，，统治国家统治国家。。即使在民主国即使在民主国
家家，，例如英国例如英国、、美国和日本美国和日本，，国家政权也经常被国家政权也经常被
几个政治大家族所垄断几个政治大家族所垄断。。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从从
社会底层进入政治领域的人数社会底层进入政治领域的人数，，中国远远超过民中国远远超过民
主国家主国家。。共产党统治不是家族统治共产党统治不是家族统治，，这使得共产这使得共产
党更具有群众性党更具有群众性。。

其次其次，，政治的开放型也促成了精英阶层的快政治的开放型也促成了精英阶层的快
速更替速更替。。在很大程度上说在很大程度上说，，西方民主的本质是通西方民主的本质是通
过定期的选举解决政治精英的变更问题过定期的选举解决政治精英的变更问题。。在民主在民主
产生之前产生之前，，暴力往往在政权更替过程中扮演最重暴力往往在政权更替过程中扮演最重
要的角色要的角色。。尽管当代中国拒绝走西方式的民主道尽管当代中国拒绝走西方式的民主道
路路，，但已经发展出非常有效的精英更替制度但已经发展出非常有效的精英更替制度。。这这
要归功于邓小平要归功于邓小平。。邓小平确立了两种相关的制邓小平确立了两种相关的制
度度，，一是领导人退出制度一是领导人退出制度，，即退休制度即退休制度；；二是人二是人
才录用制度才录用制度，，从社会的各个领域录用人才从社会的各个领域录用人才。。

这个体制的优势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体制的优势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第一，，
它避免了个人专制它避免了个人专制。。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一
是内部多元主义所形成的是内部多元主义所形成的““党内民主党内民主””或者党内或者党内
集体领导制度集体领导制度。。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制衡远比民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制衡远比民
主国家的多主国家的多。。例如在美国例如在美国，，一旦当选总统一旦当选总统，，其经其经
常拥有常拥有““帝王般帝王般””的权力的权力。。二是限任制二是限任制。。现在一现在一
般上般上，，领导层包括总书记领导层包括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家主席、、总理和其总理和其
他重要职位他重要职位，，至多是两个任期至多是两个任期，，即即 1010年年。。这和西这和西
方的总统制并没有什么区别方的总统制并没有什么区别。。中国尽管没有西方中国尽管没有西方
式民主式民主，，但也找到了同样的甚至更有效的方式来但也找到了同样的甚至更有效的方式来
保证不会出现个人专制保证不会出现个人专制。。而在阿拉伯世界而在阿拉伯世界，，普遍普遍
的现象就是个人专制的现象就是个人专制，，无论是君主制国家还是具无论是君主制国家还是具
有现代政党制度的国家有现代政党制度的国家。。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
统治一个国家数十年的时候统治一个国家数十年的时候，，就会弊端丛生就会弊端丛生，，令令
社会不可忍受社会不可忍受。。第二第二，，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得政治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得政治
更新异常地迅速更新异常地迅速，，政治能够有效反映代际变化政治能够有效反映代际变化，，

因此也是利益的变化因此也是利益的变化。。较之其它任何政体较之其它任何政体，，中国中国
政治体系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官员流动速度非常政治体系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官员流动速度非常
之快之快。。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官员因为到了规定的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官员因为到了规定的
年龄离开其任职的岗位年龄离开其任职的岗位，，也有同样多的官员进入也有同样多的官员进入
这些岗位这些岗位。。这种快速的流动尽管也出现了一些弊这种快速的流动尽管也出现了一些弊
端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能够更加有效地反映时代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能够更加有效地反映时代
的变化的变化。。

再次再次，，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政策动员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政策动员
能力能力，，从而促成政策的及时变化从而促成政策的及时变化。。越来越多的民越来越多的民
主国家主国家，，无论是西方发达的民主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西方发达的民主还是发展中国家
民主民主，，反对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反对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诚忠诚””的反的反
对党对党，，而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这样的情况下，，
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政策变化变得非常困难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政策变化变得非常困难。。中国中国
则不然则不然。。如果西方式民主更多地表现为政权轮如果西方式民主更多地表现为政权轮
替替，，中国更多地表现为政策轮替中国更多地表现为政策轮替。。尽管中国社会尽管中国社会
经常抱怨执政党政策变化缓慢经常抱怨执政党政策变化缓慢，，但较之其它政但较之其它政
体体，，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策变革速度还是相中国的政策变革速度还是相
当地快当地快。。只不过只不过，，在民主国家在民主国家，，人们可以互相推人们可以互相推
卸责任卸责任，，而在中国而在中国，，执政党具有不可推卸的责执政党具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任。。从上世纪从上世纪8080年代到年代到9090年代再到本世纪年代再到本世纪，，中国中国
实现了数次重大的政策转型实现了数次重大的政策转型。。看不到执政党的政看不到执政党的政
策动员能力就会很难理解中国这些年来的巨大变策动员能力就会很难理解中国这些年来的巨大变
化化。。

中国执政党的这些变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中国执政党的这些变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
现出现出““开放式建党开放式建党””的趋向的趋向。。如果从开放的文明如果从开放的文明
特质来说特质来说，，开放式建党开放式建党，，建设开放性政党制度必建设开放性政党制度必
然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大趋势然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大趋势。。传统的作为政治传统的作为政治
主体的皇权不能避免衰落的命运主体的皇权不能避免衰落的命运，，因为它的本质因为它的本质
不具有开放性不具有开放性。。而党权则不一样而党权则不一样，，党权具有开放党权具有开放
性性，，而开放性要用党内民主来保障而开放性要用党内民主来保障。。作为组织的作为组织的
执政党执政党，，必然有其利益必然有其利益。。任何组织都有其利益任何组织都有其利益，，
没有利益就没有责任没有利益就没有责任。。但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但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就就
不能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不能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否则又会走上传统皇权否则又会走上传统皇权
的道路的道路。。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中共必须是个开放中共必须是个开放
体系和政治过程体系和政治过程。。

除了强化政治主体地位外除了强化政治主体地位外，，党内民主的另外党内民主的另外
一项相关的任务一项相关的任务，，是维持整个社会体系的开放是维持整个社会体系的开放
性性。。诚如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诚如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 （（Mancur OlsonMancur Olson））
教授所证实的教授所证实的，，即使在具有外部开放特征的西方即使在具有外部开放特征的西方
多党民主国家多党民主国家，，也必然产生各种具有排他性和封也必然产生各种具有排他性和封
闭性的利益集团闭性的利益集团 （（或者分利集团或者分利集团）。）。奥尔森非常悲奥尔森非常悲
观观，，在他看来在他看来，，除了革命除了革命、、战争和大规模的冲突战争和大规模的冲突
等手段之外等手段之外，，很难消除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很难消除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但中但中
国的改革开放经验已经表明国的改革开放经验已经表明，，维持体制的开放性维持体制的开放性
是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最有效的方法。。

从开放性来思考中国的政治改从开放性来思考中国的政治改
革革，，主要涵盖三个主要的领域主要涵盖三个主要的领域。。十十
七大政治报告提出的党内民主引导七大政治报告提出的党内民主引导
人民民主已经涉及到两个最重要的人民民主已经涉及到两个最重要的
领域领域，，即执政党的自身改革和社会即执政党的自身改革和社会
民主民主。。此外此外，，开放性也必须体现在开放性也必须体现在
政党和社会的连接领域政党和社会的连接领域。。

就竞争或者党内民主来说就竞争或者党内民主来说，，现现
在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党内集体领在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党内集体领
导导、、票决票决、、权力交班等权力交班等。。这些是最这些是最
基本的基本的。。如上面所讨论的如上面所讨论的，，党内民党内民
主最主要的任务是维持党的开放主最主要的任务是维持党的开放
性性。。正是因为中共是唯一的政治过正是因为中共是唯一的政治过
程程，，党内利益协调机制的建设显得党内利益协调机制的建设显得
尤为重要尤为重要。。要把那么多的利益表达要把那么多的利益表达
和聚合于一个政治过程之中并不容和聚合于一个政治过程之中并不容
易易。。没有一个良好的利益协调机没有一个良好的利益协调机
制制，，体制内就会产生冲突体制内就会产生冲突。。

如何维持党的开放性如何维持党的开放性？？中国已中国已
经有了一条途径经有了一条途径，，即通过公务员系即通过公务员系
统的考试制度录用人才统的考试制度录用人才。。这和传统这和传统
的科举考试制度类似的科举考试制度类似。。当然当然，，这条这条
途径的有效性取决于教育制度本身途径的有效性取决于教育制度本身
的开放性的开放性。。

更为重要的是更为重要的是，，执政党必须向执政党必须向
社会开放社会开放，，吸纳社会精英吸纳社会精英。。到目前到目前
为止为止，，中国共产党的精英中国共产党的精英，，大都是大都是
从党内体系培养的从党内体系培养的。。政党对社会的政党对社会的
开放性不足开放性不足，，一旦官僚化一旦官僚化，，政党就政党就
可能失去和社会的关联点可能失去和社会的关联点。。执政党执政党
如何实现向社会开放如何实现向社会开放？？这可以向新这可以向新
加坡学到很多经验加坡学到很多经验。。

新加坡尽管是一党独大新加坡尽管是一党独大，，但政但政
治体系是向社会开放的治体系是向社会开放的。。人民行动人民行动
党能够维持一党独大的地位党能够维持一党独大的地位，，主要主要
是依靠开放是依靠开放。。在西方发达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最最

优秀的人都去经商优秀的人都去经商。。新加坡要让这新加坡要让这
些最优秀的人来从政些最优秀的人来从政。。因此因此，，执政执政
党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扮演党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扮演““伯伯
乐相马乐相马””中的中的““伯乐伯乐”，”，在全社在全社
会会、、全世界寻找优秀人才全世界寻找优秀人才。。很多政很多政
治领袖都是非执政党自身培养的治领袖都是非执政党自身培养的，，
而是从社会吸收进执政党的而是从社会吸收进执政党的。。

执政党吸收社会培养的人才执政党吸收社会培养的人才，，
意义非常深远意义非常深远。。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可以从几个方面来
理解理解。。首先首先，，执政党的干部来自社执政党的干部来自社
会会，，使得执政党能够和社会维持有使得执政党能够和社会维持有
机联系机联系。。这些人来自社会这些人来自社会，，社会对社会对
他们的认同度高他们的认同度高，，他们进入党之他们进入党之
后后，，就强化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就强化了执政党的合法性。。第第
二二，，减少腐败减少腐败。。这些人本来就有很这些人本来就有很
好的经济基础好的经济基础，，腐败的可能性大大腐败的可能性大大
减低减低。。第三第三，，培养的成本很低培养的成本很低。。要要
培养一个干部并不容易培养一个干部并不容易。。社会培养社会培养
干部无疑大大减少了培养成本干部无疑大大减少了培养成本。。

在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方在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方
面面，，开放政治不仅要继续鼓励和开放政治不仅要继续鼓励和
推动各种形式的民主实践推动各种形式的民主实践，，包括包括
协商民主和参与民主协商民主和参与民主。。现在把社现在把社
会民主仅仅理解成为选举是不够会民主仅仅理解成为选举是不够
的的。。实际上实际上，，在地方层面在地方层面，，更为更为
重要的是各种制度建设重要的是各种制度建设，，或者说或者说
治理制度治理制度。。

从村级民主实践来看从村级民主实践来看，，光有选光有选
举很难出现有效的治理举很难出现有效的治理。。在很大程在很大程
度上说度上说，，在地方层面在地方层面，，参与式和协参与式和协
商式民主更具有相关性商式民主更具有相关性。。在这方面在这方面
民主具有更为广泛的内容民主具有更为广泛的内容。。而参与而参与
式和协商式民主是为了改善现存地式和协商式民主是为了改善现存地
方政权的治理能力方政权的治理能力。。预算公开预算公开、、决决
策过程公开策过程公开、、公民社会建设等等都公民社会建设等等都
是地方民主的内容是地方民主的内容。。

3 一党主导下的开放性政党制度3 一党主导下的开放性政党制度

4 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

中国的政治实践已
经 指 向 这 样 一 个 大 趋
势，即开放式建党，建
设开放式政党体系。这
个大趋势既符合中国传
统文化的开放精神，也
符合现代政治的开放精
神。用开放性来考量中
国 政 治 的 未 来 及 其 走
向，会给人们带来一些
深层的政治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