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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经过长期自主探索和开拓创新,协商民主在新时代的中国实现了从价值理念到制度实践的全

方位提升与发展。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内生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一

种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有着深厚的理论内涵;既是一种科学决策体制、民主治理模式与社团组织形式,
更是一种体现人民民主真谛的制度安排、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有效机制、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重要方

式。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植根于中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坚守人民性的价值立场,坚持内生性的发

展道路,注重协商实践的制度化发展,努力构建系统化的体制机制。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它
的价值功能还将进一步得到彰显。 它为人民民主在中国的实现提供了制度载体,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

化提供了有力支撑,为建构中国民主话语体系、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广大发展中

国家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生动范本与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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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设计冶 [1],是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民主理论与民主实践创新过程中所形成的最新成果,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内涵,
展现出明显不同于西方协商民主的鲜明特征。 在新时代语境下,有着完备理论体系与坚实制度支

撑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进一步优化中国的政治体制结构,保障中国民主政治

的有效运行,同时还将有力推动世界民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科学内涵

协商民主的基本含义是指自由而平等的公民通过理性对话和协商讨论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
然而,任何一种理论范式都有其特定的内涵属性,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科学内

涵是进一步深化其实践发展的基本前提。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特殊意蕴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在中国这片丰厚的沃土中生长起来的,这就决定了它必定具有不同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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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协商民主理论的独特内涵。
1郾 体现人民民主真谛的制度安排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唯物史观阐释了民主的本质。 马克思指出:“不是国家制度创造

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冶 [2]281“国家制度如果不再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有名

无实的东西了。冶 [2]316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征和显著优势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以制度为载

体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其中一个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多同人民群众商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

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冶 [3]292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既尊重多数,也照顾少数;既注重民主的

结果,也重视民主的过程;既强调决策制定之前,也注重决策执行过程中,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

不同群体和阶层的要求。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主体的广泛性、过程的包容性、结果的真实性和成

果的共享性充分体现了中国民主政治的本质。
2郾 落实党的群众路线的长效机制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科学运用与创造性发展,既是我们党最根本

和最基本的群众观点,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同时也是我们党领导群众工作的方式方

法,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群众路线在本质上是一条民主路线,其要求党和政府注重与人

民群众的紧密联系。 群众路线与协商民主相互交融,这也是我国协商民主的独特之处。 协商民主

的发展既蕴含着群众自下而上的参与,同时也促进政府在实际工作中自上而下地联系群众。 在中

国发展协商民主,就是要将群众路线落实好、体现好,将协商民主作为党员干部联系群众的重要方

法,协商民主也被视为“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冶 [4]。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实现机制

成为中国协商民主的重要内涵。
3郾 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重要方式

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这是统一战线的核心精神。 可以

说,现在我国实行的政治制度都是从统一战线发展而来的[5] 。 协商民主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

结果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 在我国的革命实践过程中,统一战线传统得以形成。
长期以来,统一战线与人民政协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协调,这为协商民主的培育和发展积累了丰

厚的经验。 协商民主是我们党在统一战线中采用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各党派、各派别、各阶层之

间坦诚相待、平等沟通、求同存异,形成了广泛共识。 在民主政治理论中,这种工作方式方法就

被称为协商民主。 因而,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方式方法成了中国协商民主的深刻内涵。
(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属性

1郾 党和国家科学决策的有效形式

从公共决策视角出发,协商民主被看作是科学决策的有效政治程序。 在决策制定过程中,相关

利益主体通过理性协商找到最大共同点即共同利益,做出被大家一致认同和接受的决策。 协商民

主目前已成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的关键手段,先协商讨论再作出决策,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广泛听

取不同意见并对决策进行完善,在决策实施以及决策评估阶段,也采取民主协商的方式,将失误减

少到最低。 因而,科学有效的决策形式构成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
2郾 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新型范式

治理强调资源的共享性和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协商治理是基于协商民主理论的一种新型治

理范式。 因此,现代治理与协商民主,内里相通、相得益彰。 协商民主以尊重差异为前提,倡导

平等对话、审慎思考,以增加共识和认同为目的,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良性对话,保证国家与公

民、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从而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善治。 合法性、透明、责任性、法治、回应性、
公民参与是善治的关键要素[6] ,也是协商民主的基本特性。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一种全新且有

效的治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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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郾 社会组织和群团组织的组织体制

民主是一种可资利用的组织体制,马克思将民主作为国际工人协会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根本

组织原则[7]。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组织和群团组织的重要组织形式。 社会组织和群团组织在我

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尤其是群团组织,具有强大的政治和资源优势,是党联

系群众的重要纽带。 它们由于扎根基层,具有强大的团结动员能力。 民主协商是其开展活动的重

要方式,通过这种形式能够将其所联系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集聚起来,有助于增强民众的社会认

同感和归属感。 因而,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组织和群团组织重要的活动原则和组织形式。

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鲜明特色

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向世界展示出中

国民主政治独具风采的魅力。
(一)人民性的价值立场

我国协商民主发源的政治根基是中国的国体和政体,人民性是其背后坚持的重要原则。 因而,人
民性也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特征,在文化传统、价值理念与参与实践 3 个维度得以充分体现。

1郾 民本思想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传统基础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从《尚书·五子之歌》记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冶,西周周公提出

“敬德保民冶开始,到孔子提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冶的“富民冶“教民冶“养民冶思想,孟子的君轻民贵

论,荀子提出的君舟民水论,民本思想具有丰富内涵并得到不断深化和拓展。 到明清时期,以黄宗

羲、顾炎武等为代表的思想家开始抨击和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冶
(《明夷待访录·原君》)的主张。 虽然民本思想没有彻底否定君权,但它主张以“众治冶取代“独
治冶,重视老百姓的意见和建议,蕴含着朴素的现代民主政治精神。 传统民本文化与协商民主思想

具有重要的共通性和天然的融合性。
2郾 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价值理念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和宗旨,马克思指出:“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

质、基础。冶 [8]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我们能够实行和发展协商民主

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冶 [3]295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通过制度化的程序机制安排保证了人民群众的有序政治

参与,确保协商成果由人民共享,致力于实现人民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通过广泛而深入的民

主协商实践,人民群众的整体素质得到提升,政治觉悟和参政能力得以增强,很好地体现了“以人为

本冶原则。 可以说,以人为本理念奠定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未来存续与发展的基础和可能。
3郾 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践主体

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冶 [9] 毛泽东强调:“人
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冶 [10]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任何一项伟大事业要成

功,都必须从人民中找到根基,从人民中集聚力量,由人民共同来完成。冶 [11]协商民主之所以能在中

国发展壮大,关键就在于将人民群众作为根本依靠的力量。 通过决策前的民意调查、决策中的协商

探讨与决策后的监督检查,人民群众的话语权得到保障,真正实现有效参与。
(二)内生性的民主范式

履不必同,期于适足。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特定的制度形态,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
体现出中华民族自身的内在特质。

1郾 和合思想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厚重的文化底蕴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内生的文明形态,是对以“和合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的继承和发展。 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冶(《论语·子路》)的主张,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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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冶,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冶 (《孟子·公孙丑下》),荀
子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冶,《中庸》讲道:“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冶“和合冶思想蕴涵着包容性的

理论旨趣,强调多元利益主体的和谐共生,体现了共存与共赢的智慧和原则,为协商民主的确立和

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2郾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深厚的理论根基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的继承与深化。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露了

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才是民主的高级形式。 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集体对民

主政治理论进行了积极探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要依靠“人人起来负责冶的民主

跳出历史周期率,政府“有事多和群众商量冶,邓小平提出让群众“有意见就能提,有气就能出冶 [12],
江泽民明确将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作为我国民主政治的 2 种重要形式,胡锦涛强调大力发展党际

协商民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着丰富的民主理论,这些思想为社会主义协商

民主在中国的提出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3郾 政治协商制度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坚实的制度基础

作为一种从中国土壤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为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制度基础,这也是我国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的重要体现。 政治

协商制度具有高度的整合功能,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动员力,通过这一制度平台,中国共产党与各

民主党派形成了建设性的关系和团结一致的良好氛围。 各级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其具体实施平

台,其在人民代表大会之外,又构建了一个民意表达机制,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和愿望得到有效反

映,形成了高度的政治认同,党际合作与协商民主在政治协商实践中得以充分实现。
(三)制度化的实践发展

我国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实践探索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

中提出的“三三制冶原则。 经过长期的实践创新,协商民主逐步实现了全方位制度化发展。
1郾 第一届新政协的召开正式开启政治协商的制度化实践

我国协商民主政治机制正式形成于中国共产党创建国家政权的过程中,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

筹划阶段,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协商建立民主政权冶的理念。 1948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提出迅速

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五一口号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协商建政的民主实践获得了更多

民主人士的支持,1949 年 9 月,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新中国协商民主开启了制度化实践。 1954 年,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召开,人民政协成为单一的协商民主机构,协商民主开始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性质转型。
1956 年,毛泽东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冶的方针[13],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的政党关系得以明确。 政治协商的制度实践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2郾 社会协商制度的确立标志着协商民主向基层治理领域深度拓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与此同时,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开始出现根本

性变化,社会利益分化逐渐加剧,利益矛盾冲突日益凸显,为协商民主向基层深入发展奠定了重要

社会基础。 1987 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中国社会协商民主形态开始形

成。 之后,中国城乡涌现出大量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如民主恳谈会、民主听证会、公民评议会、社区

议事会等,为协商民主的广泛推广积累了新鲜的实践经验。
3郾 进入新时代以来协商民主在各领域各层级全面实现制度化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协商民主各方面的制度化发展。 十八大做出“健全社

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冶的战略部署,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完善协商民主的运行体系,十九大明确提

出七大协商渠道,这些规划布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政治建设上的高度自信。 社会主义协商

民主获得了大繁荣大发展,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日益多样化,制度体系日趋完善,党派团体之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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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与公民之间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广泛开展协商,一个上下衔接、纵横交错的协商民主体系得以

建立,协商民主实现了制度化的全面发展。
(四)系统化的机制创新

协商民主的规范运行离不开有效的制度供给。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系统完

整的机制体系。
1郾 形成稳定有效的协商民主工作机制

一是年度协商工作计划机制。 《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对实施协商年度工

作计划作出了阐释和安排,对协商的形式、内容和程序等作出规定。 全国各地积极推动,2014 年,上海

市政协首次制定协商工作计划,次年,《北京市政协 2015 年协商工作计划》得以通过,确定出城市总体

规划如何修改等十大协商议题,增强了政协协商的权威性、计划性与操作性。 二是经常性沟通协商机

制。 政协与党政部门一直有沟通联系的传统,各个地方也有许多创新,比如,湖北孝感市规定政府要

坚持重大事项与政协主动协商的制度;青海省要求各级政协之间健全沟通协商与信息互通机制;北京

西城区建立了承办单位、提案者与区政协三方沟通协商机制[14]。 三是党建与协商工作良性互动机

制。 将党建与政协各项工作有机融合,如云南临沧市政协建立了“三双制度冶,即服务委员“双联系双

指导冶制度、服务脱贫攻坚“双挂钩双推进冶制度和服务社区“双报到双服务冶制度[15]。
2郾 构建科学规范的协商民主程序机制

在参与人员产生机制方面,全国许多地方的协商民主实践中,参与人员的产生都超越了传统的

由政府指定代表的方式,如浙江温岭通过在专家库和普通民众库中抽选代表组成恳谈会参与人员。
云南盐津县采取“推选 + 抽选冶方式,即结合村两委提名推荐与按村人口比例随机抽选 2 种方

式[16]。 参与人员产生方式的改进,实现了协商主体的多元性和民意表达的多样性。 此外,作为我

国首部省级政治协商规程,《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使政治协商的操作程序更加明确和详

细[17],保证了协商民主的真实有效。
3郾 建立系统完备的协商民主保障机制

一是知情明政机制。 《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要求有关部门应及时向民主党派提供

信息,定期组织情况通报会和专题报告会。 各地党委政府积极响应,2018 年 3 月,浙江省启动“同
舟·知情明证大讲堂冶,同年 7 月,广东省创办“广东统一战线知情明证大讲堂冶,为民主党派建诤

言、献良策提供新型载体。 在政协协商中,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定期向政协通报情况,重要会议邀

请政协委员列席。 二是考察调研机制。 中央每年委托民主党派就国家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进行调

研,同时也要求政协委员通过集中调研、蹲点调研等形式摸清现状,夯实协商建言的基础。 三是协

商反馈机制。 对民主党派和政协委员提出的意见及时办理和反馈,通过报刊、互联网等形式对协商

成果加以宣传,督促协商结果纳入决策环节,如上海市政协近年来采用建言电子文本,建立完整信

息数据库,及时公开相关信息,取得了显著成效。

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时代价值

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较之西方协商民主不仅特色鲜明,而且优势明显,在新时代,将继续显

示出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一)为实现人民民主有效运行提供重要保障

对中国民主政治而言,协商民主绝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民主形式,它从文化氛围、法律制度与

实践形式 3 个方面保障了人民民主在中国的全面实践。
1郾 营造良好的协商议政文化氛围

政治文化对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和运行至关重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助于培育和形成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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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商议政文化。 协商民主的核心精髓是通过理性协商达成广泛共识,让参与实现常态化,成为公

民的一种生活方式,有助于不同文化间的理性沟通,有效协调多元性价值取向和多元化利益诉求,
在全社会营造团结合作、敢言善谏的协商议政氛围,为人民民主的有效实现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

2郾 建立完备的协商民主法律制度

离开了法律权威的保障,民主就无法正常运行,党规国法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的法理依

据。 首先,宪法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根本法保障。 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作为对我党统一战

线内容的表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冶人民政协是实

现这一政治制度的重要机构,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开展活动也具有国家宪法的保障。 其次,规范性政

策文件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重要指导。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大力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加

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得以出台,有效保证了人民民主的规范运行。
3郾 创造多元化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

一是政协协商。 这是我国最早制度化的民主形式,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和提案办理

协商是其 5 种典型形式,现在还有双周协商座谈会这一新形式,各个地方还形成了应急协商、督办

反馈协商等形式。 二是人大协商。 比较典型的是人大立法协商,通过论证会、座谈会、商讨会等就

立法相关问题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意见。 三是政府协商。 政府在决策过程中,通过听证会等形式

为相关利益主体表达诉求提供平台,实现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 四是基层协商。 以浙江温岭的

民主恳谈会为代表,为干部和群众就基层公共事务决策开展面对面的交流讨论提供制度平台。 五

是网络协商。 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开展网络议政和远程协商。 这些实践形式为人民充分行使权利

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
(二)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协商民主是一种治理型民主,与现代国家治理具有内在契合性,在国家治理中展示出独特

价值。
1郾 筑牢制度基础,完善治理体系

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治理体系又必须以制度体系为前提。
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民主体系和法治体系两大部分,民主体系为国家治理奠定了坚

实的民意基础,法治体系为国家治理提供了科学的规则体系。 民主体系和法治体系越完善,国家治

理的制度基础就越扎实,而作为制度形态的协商民主则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我国协商民主已形成

健全的制度体系,在政府、人大、政协、人民团体、街道、社区等各个层次建立了有效沟通与协商合作

的制度平台,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充分保障。
2郾 扩大政治参与,培育治理主体

参与被视为民主的核心和灵魂,正如蒲岛郁夫所言:“民主的政治参与可以在国家和社会之间

稳妥地矫正政府的行动与公民的意愿和选择之间的矛盾。冶 [18]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人民参政议政

提供了平等的机会和广阔的平台。 在参与过程中,共同体成员之间比较容易培养出相互尊重、理性

包容等美德,有助于提高公民权利意识、参政意识和公共意识。 同时,它也要求公民不断提高参政

议政水平,促使传统的民众变为现代治理主体,为国家治理有序推进提供长效动力。
3郾 增强社会认同,提升治理效能

协商民主具有独特的整合功能,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实现利益相关者的和谐与共赢是其基本使

命。 它的制度化发展为人民理性合法地表达利益诉求提供了畅通和规范的渠道,参与主体在协商

过程中平等对话、坦诚交流与相互妥协,各个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利益得到充分保

障,增强了民众对政府和国家的认同。 同时,不同阶层、行为主体之间也能相互理解和包容,在很多

社会问题上达成共识,确保国家治理能够有序高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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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郾 加强民主监督,优化治理环境

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既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内在要求,又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

段,而民主监督则是有效防止权力腐败的利器。 民主监督要真正发挥实效,就要求将人民对公权力

的监督落实到日常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中,保障人民拥有广泛的知情权和

参与权。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人民持续政治参与开辟了有效途径,具备较高民主素养的公民能够

对党和政府的政治行为实现有效监督,促使权力规范运行,保证党和政府高效廉洁,为国家治理现

代化创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三)为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建设提供生动范本

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优良的政治传统、丰富的协商实践以及完善的制度体系,这些特质

和优势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建设民主政治提供全新的思路。
1郾 创造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有机融合的民主发展模式

我国既发挥了选举民主的优势,又通过协商民主有效弥补了选举民主的不足。 在我国,各级各

类选举都有民主协商的环节,包括从候选人的酝酿、提名到正式确定都要经过广泛的协商讨论,正
式候选人确立后又必须通过相关的正式选举。 民主协商夯实了选举民主的基础,选举民主又将合

法性赋予民主协商结果。 中国共产党还创造性地设计出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融合发展的制度形

式,即中国独有的“两会制冶,成为我国最为重要的制度化民意表达机制。
2郾 形成国家民主与社会民主内在统一的协商民主体系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在国家层面,协商民主的政治色彩较为突出,侧重于国

家重大决策问题,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制度为基础,具体而言,包括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

党派之间的直接政治协商以及依托人民政协这一载体实现政党之间的民主协商,也体现为国家政

权机关遵循严格的正规程序所实施的立法与决策协商。 而作为社会生活领域的协商民主,以基层

民主自治制度为平台,是广大群众行使权利和表达诉求的主要场域,国家民主与社会民主在中国实

现了有机统一。
3郾 建立政治精英与普通公民良性互动的协商民主机制

在现代社会,为了保证国家决策的科学性,离不开具有一定治理专业技能的政治精英,然而,现代

国家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仅仅依靠政治精英无法做出全部科学的决策,需要充分倾听普通公

民的声音。 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各领域存在大量社会精英,他们在某些公共问题上能够给出专业意

见,如各种专家库、智囊团等,对国家权力机构的精英决策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 现代国家治理迫切

需要通过协商民主机制,让普通公民有效参与决策制定。 在我国,政治协商机构就是成功典范,为各

行各业的专家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平台。 我国政府在制定决策时,也会采取各种听证会形式,尤其是

在城乡规划和环境保护等重大民生问题上,让公民充分协商讨论,在此基础上对决策方案进行修正。
通过合作性的协商,既保证了国家力量的主导性,又实现了精英和民众的良性互动。

(四)为建构中国民主话语体系作出重大贡献

话语体系体现了一个国家独特的价值观念与思想文化,是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基础[19]。 社会主义

协商民主的发展为建构中国民主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提供了深厚的实践基础与理论支撑。
1郾 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民主话语权的垄断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垄断着民主话语权,西方自由民主常被视为真正进步的民主文明

形态,如美国学者萨托利指出:“只要自由主义的民主死了,民主也就死了。冶 [20]所谓“夫物之不齐,
物之情也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彩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冶 [1]美国

政治学教授菲什金也指出:“自由民主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是一个相对较新的事物……而不是一种

稳定的制度安排。冶 [21]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足以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不是

适用于全世界的唯一民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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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郾 建构了完整的协商民主理论体系

首先,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冶的理论概念。 这一科学概念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

政治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创新,它的基本内涵在党的重要文献中也得到明确阐释[22]。 其次,明确提

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冶的思想。 协商民主从一种民主形式上升为一种制度形式,这是我

们党在民主理论建构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 再次,深刻揭示坚持党的领导这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的本质特征。 协商民主理论体系的构建为提升中国民主国际话语权奠定了重要基础。
3郾 形成了特定的协商民主话语表达方式

学术话语体系必须以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作为基础,同时还需要特定话语表达方式作为支撑。
中国协商民主在长期实践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话语表达方式,反映出中国人

特有的思维方式与文化内涵。 比如,从“协商民主冶这个词本身来说,就是中国的独特表达,西方国家

常用“审议民主冶或“商议民主冶。 “协商民主冶的表达方式更符合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与中国政治实

践传统结合更加紧密,也与中国注重协商和包容的文化传统更加契合。 又比如,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

党的伟大创造,将协商民主视为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特定表达

方式。 还有诸如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社会协商对话、民主恳谈等都是很好

体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表达方式。 当然,话语体系也需要面向世界,在坚持主体性前提下,也
要注重话语体系的公共性,要持续创新话语表达方式,形成国际社会能理解和接受的话语体系。

四、结语

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孕育与发展有着强烈的内在需求和动力,它是一种适应中国政治内在规律

和自身特点的民主形式。 其丰富的内涵与广阔的外延实现了对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超越,具有鲜

明的中国特性。 它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发展目的,将人民群众作为根本依靠力量,坚持独立自

主的发展道路,通过实体制度的建构将协商民主的理念真正落地,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保证协

商民主的规范运行。 我国协商民主建设取得巨大成绩,保障了人民民主的有效实现,打破了西方国

家对民主话语权的垄断,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民主话语权。 同时,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

建设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和方案,在人类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上,它将不断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

的吸引力。 然而,我们仍需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依然任重道远,还有许多新问题需要

加以认真探究,我们应该立足新时代,在改革创新中与时俱进,将协商民主作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

的重点,继续加强协商民主的制度创新,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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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Connotation,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and
Times Value of Socialist Consultative Democracy

WANG Yongxiang, LU Weiming
(School of Marxism, Xi忆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忆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Through long鄄term independent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consultative democracy
has achieved an all鄄round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from value concept to institutional
practice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The socialist consultative democracy is born 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has abundant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It is not only a kind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 formed in the revolutionary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ut
also a kind of scientific decision鄄making system, democratic governance model and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form, which reflects the true essence of people忆 s democracy, an effective
mechanism for carrying out the Party忆 s mass line, and an important way to consolidate and
develop the united front. The socialist consultative democracy is rooted in China忆s history and
social soil and carries distinc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adheres to the people鄄centered value
standpoint and endogenous development path, emphasizes the institutionalized development of
consultation practice and aims to build a systematic system and mechanism. With the deepening
comprehensive reform, its function will be further demonstrated. It provides an institutional
carrier for the realization of people忆 s democracy in China and a strong support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is institution also lay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constructing Chinese democratic discourse system and enhancing it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and provides typical models and valuable experiences for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building their democratic politics.
Key words: consultative democracy; people忆s democracy; mass line; united front; nation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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