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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本质

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

时，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和谐关系是当代中国迈向和

谐社会的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这一制度的完善，是

衡量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而这一制度是

否完善，就要看政党关系处理地是否恰当。因此，研究和探讨

当代中国民主政治下的政党关系，无论对于坚持“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更好地发挥中国社会

主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还是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

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

实意义。

一、政党与民主政治

政党是近代政治的产物，是当代世界普遍存在的政治现

象。政党是作为封建专制君主的对立物，伴随着民主的潮流而

出现的。[1]从一定意义上说，政党的出现是由于民主政治发展

的需要。有学者评价政党政治的重要地位，“最根本的就在于

它本身是作为民主政治的范畴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属于民

主政治之列，是民主政治体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2](P13)还
有学者认为，现代民主是建立在政党之上的；民主原则应用得

越彻底，政党就越重要；认为没有政治党派也能实现民主，那

不是幻想就是虚伪。[3]

政党在国家民主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最主要的表

现是它作为一种民主政治统治形式，取代了封建君主专制

的政治统治形式，在历史上把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大大地

向前推进了一个阶段。这个历史性的政治进步不仅不能否

认，而且它至今仍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在中国政党政治的

发展过程中，这一现象也表现得尤为突出，对我国民主政治

的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事实上，不论是资本主义国

家、民族独立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民主政治也都是

通过政党政治、政党制度表现出来的。在世界政党制度类型

中，中国的政党制度具有鲜明的特色，它是以中国共产党为

首的中国各政党对民主政治的具体实践和发展，是中国模

式的对政党制度文明的探索和实践，对于现代社会以“民

主”为核心内容的政党政治的发展和政治文明的发展独具

意义。[4]

二、在民主视野中完善政党关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经历了长期的探索和

曲折的发展过程，在双方共同追求和实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的努力中，不断走向成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具有中

国特色的政党关系承担起新的历史责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这一关系的发展和完善，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民主社会

的建设，对于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

随着社会的迅速转型以及现代步伐的加快，全社会对于民主

政治和以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文明的要求也越来越强

烈。在新的历史阶段，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作为体现中

国民主政治的重要载体，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发展空间。因

此，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框架内的政治资源

来完善我国的政党关系，并着重考虑从民主角度来进行，逐步

完善和发展党内民主和党际民主，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的发展。
（一）完善和发展党内民主。党内民主是一个政治组织内

部的民主，是民主的一般原则在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中的反

映。实质上，党内民主就是“全体党员有权平等地直接或间接

地决定和处理党内一切事务”。[5]也就是说，党内民主是党自身

生存发展的内在要求，对人民民主的发展起着示范和带动作

用。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在民主的旗帜下发展壮大和走向成

熟的，没有民主就没有共产党。一个能够做到民主执政的执政

党，其自身必须是民主的。党内民主不够，党际民主和党外的

民主执政就会落空。正如有学者所指出：“作为民主执政的条

件，党自身的生活必须是民主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与国家

民主和社会民主的衔接，民主执政才具有可能性。”[6]

目前，在党内民主建设上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需要引起

高度的重视。例如，由于缺乏党内民主的思想教育，疏于党内

民主生活的锻炼，以至于在相当一部分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

干部中民主意识非常淡漠。又如，目前党内监督难，监督“一把

论我国民主政治下的政党关系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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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关系不是政治对抗关系，而是政治合作关系，这必然会促使各自所代表的社会各阶级、
阶层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团结与合作，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因此，我们需要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与政治协商的制度建设来完善其内部的政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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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更是难上加难。党内民主作为党内监督的基础和核心，在

党内现实生活中还很不到位，对党内选人用人、立案查案的监

督还很难实施。再如，如何真实地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一直

是党内民主建设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目前，党员权利保障

机制还很不完善，很多党员难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们本应享受

和行使的对党内事务的参与权、选举权、管理权和监督权，因

而导致许多党员对党的事业缺乏应有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面临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如何来完善和发展党内民主呢？

实践证明，发展党内民主的重点是如何增强领导机关干部的

民主意识和民主作风，包括着眼于在党的领导机关及各级领

导班子中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民主制度，强调民主是“集中领导

下的民主”。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党内民主，要以保障党

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制

度为重点，以改革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

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7]因此，发展党内民主，不仅仅应从作风

上发扬民主，更应从制度上完善和发展民主。要坚持和完善民

主集中制是党的一项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只有发展党

内民主，才能在党内形成民主的氛围，凝聚全党的智慧和力

量，从而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投身于党的事业，也能为构建和谐的政党关系提供一定的前

提条件。
（二）完善和发展党际民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制度，是中国民主政治在政党制度中的实践形式，其重要的民

主内涵和特征就是党际民主。发展和扩大中共与各民主党派

之间的党际民主，是新的历史时期健全和完善中国政党关系

的重要内容，也是发展我国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的重要任务。
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奉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

与共”的十六字方针，这一制度体现了中国的政党关系是民主

的关系，是一种平等合作、相互依存、良性互动的关系。正是这

种民主的政党关系，才实现了各政党之间广泛的团结和稳定

的政党格局，进而促进了国家的稳定，人民的团结和全社会的

发展进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党际民主

的制度化形式，同时，党际民主也是强调合作与同意的政党关

系的基础，在党际关系中，其民主的实现形式和优势都是相当

突出的。但是在利益多元化的今天，我国的党际民主建设还存

在很多的不足，因此，为了更进一步发展党际民主，我们应从

以下几方面着手来积极采取措施，使之更加完善。
1.加强党际平等。虽然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

参政党，但民主党派在组织上具有独立性，宪法规定了他们平

等的法律地位，与中共在政党关系上是平等的，并不是中共

的下级或从属组织。各民主党派之所以自觉接受中共的领

导，是因为他们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在中共领导下

可以实现他们的政治意愿及利益。中国政党关系中的党际平

等是党际民主的前提，没有这种平等关系，也就不会有真正

的党际民主。
2.加强党际合作。中共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

各政党都参加政权，实行合作，是中国政党制度的重要内容，

而实现这种合作，就必须完善参政党参加政权的机制。首先，

民主党派要以一定数量的成员被依法选入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要适当引进竞争机制，以提高从政素

质，保证参政的高水平。其次，要扩大民主党派人士在政府及

司法、检查机构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数和范围，并做到有权有

责，为其发挥作用而创造条件。[2](P380)

3.加强政治协商机制。有学者认为，“政党间的政治协商，

在中国，是一种强化了的政党对话，也是多党合作制度的一项

重要内容”。[2](P381)虽然这些年来，无论在内容、形式和效果上，

政治协商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其中的随意性和不讲实

效的现象仍有所表现。要完善和提高政治协商机制，首先是把

政治协商纳入国家民主决策的程序，一般做到先协商后决策，

不协商不决策。同时，对于协商的问题、参加人员和时间地点

都要规范化。其次是提高政治协商的实效性，必须抓住重点、
难点和热点问题进行协商，对于协商结果，要明确答复的态度

和意见，这样既能调动参政者的积极性，又提高了政治协商的

质量和水平。
4.加强党际监督。党际监督是指党际间的互相监督，但由

于中共是执政党，党际监督的重点是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

督。毛泽东认为，搞监督就是“要唱对台戏，唱对台戏比单干

好”。也就是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提出

意见和批评，使决策尽可能民主化、科学化。另外，提高党际监

督的实效性，还必须用制度来保证。我们要对重大方针政策的

贯彻执行，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行监督，逐步规范民主

监督运行机制，建立参政党民主监督组织保障机制及协调互

动机制，以便于取长补短，促成互相监督。这样，党际监督就可

以形成一套互为补充、互相制约的、程序化、规范化的制度，可

以增强监督活动的操作性和实效性，同时也促进了党际民主

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全新的时代条件下，全党面临着一个重新认

识民主、学习民主和实践民主的艰巨任务。坚持用与时俱进的

新理念和运行机制去真真切切地完善党内民主和党际民主，

才能不断完善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政党关系，进而深

入发展中国的民主政治。同时，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制度，发展党内民主和党际民主是中共和各民主党

派在新时期的一项重要历史任务，而党内民主和党际民主的

程序制度建设，则是完善中国特色政党关系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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