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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要完成

这一战略任务，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充分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作

用。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形成了一种“共

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党制度。这种政党制度

既具有世界一般政党与政党制度的内涵与作用，又具有自身的特质，与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性。实践表明，中国政党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

的政党制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保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

供了领导力量、领导能力和制度建设三个层面的政治保障。中国政党制度又具有

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发挥着政治稳

定、政党运行机制与和谐共赢等独特优势。中国政党制度本身蕴涵着合作、和谐

与协商的理念和功能架构，由这种政党制度衍生出来的运行机制和范式，为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了政治稳定、社会整合、政治民主化和组织协调的价值功

能。目前，中国正处在树立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

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政党制度，构建和谐政党关系，加强执政党

和参政党自身建设，完善制度建设，进一步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科学化、

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民主化。这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巩固和扩大爱

国统一战线，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促进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调动各方面的积极

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政党制度；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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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ixth Plenum of the 16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approved the 

“Resolution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on Major Issues Regarding the Building 

of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which put forward a significant strategic task for 

CPC members and all Chinese citizens. To achieve this goal, Chinese citizens should 

take their action zealousl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The system of multiparty 

cooperation and political consult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PC was established 

and has been developed during the long-term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is system not only has something in common with the political party 

system of other countries, but also has its own unique characteristics. These 

characteristics have inherent logical relation to the building of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It is proved that China’s political party system is fit for it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his system is the political guarantee of building of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The system provides the safeguard in three aspects: CPC’s leadership, CPC’s 

ever-growing reign ability and institution perfection.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has 

obvious superiority and strong vitality in China and will ensure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political party system and achieve win-win situation. There 

are inherent ideas and functioning structures of cooperation, harmony and 

consultation in China’s political party system.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derived from 

this political party system exerts great influence on value judgment concerning 

political stability, social integration,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oordination. China is on the way of carry out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and the building of harmonious society at present , there are many improvements and 

progresses should be made in practice: further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party system in order to build harmonious political part relations, strengthen 

self-improvement of ruling party and eight democratic party, further perfection of 

rules and regulations, push further development of multi-party cooperation system and 

political consultation into more scientific, institutionalized, standardized, procedural 

and democratized. Above mentioned improvements and progress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following aspects: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of CPC’s ruling,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of patriotic united front, carrying forward socialist 

democracy, promoting the unity of all Chinese people, mobilizing every enthusiasm 

and building of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Political party system; harmoniou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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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政党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 

中国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革命和

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形成了一种“共产党领导、多党派

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关系模式。实践表明，中国政党制度是适合

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

独特优势和积极作用。它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

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促进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党制度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考量 

在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政党和政党制度起着协调各种政治力量和各

种政治组织相互关系的作用，它既是规范社会政治秩序的重要杠杆，又是促进政

治文明发展的制度保障。因此，政党和政党制度是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重要考

量。 

（一）政党与政党制度的涵义 

政党是近代政治的产物，是现代政治生活的中轴。由于学术背景和文化语境

迥异，国内外学者对政党的解读不同。“西方学者认为政党是人们在共同商定的

特定原则下联合起来促进全国性利益的社会团体，或者是一种通过推选自己的候

选人出任政府官员来达到控制政府机构目的的政治组织。”
①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

“政党是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中的骨干分子，基于共同的意志，为了共同

的利益，采取共同的行动，围绕着夺取政权、执掌政权或影响政府而建立起来的

政治组织。”
②
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笔者认为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的利益，

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以取得和保持国家政权为目的的政治组织。美国政治

学者亨廷顿指出：“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

“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适应性。政治

                         

①
 吴美华.当代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第 2 页. 

②
 吴美华.当代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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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先决条件在于有一个能够同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新兴社会势力的

政党制度。”
①
这个观点强调了政党和政党制度对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实际上，

作为社会的政治组织，政党和政党制度影响社会发展的深刻性和广泛性日益凸

显。 

“政党制度是对政党生活的规范，是一个国家关于政党的各项制度的总和，

也有人称为政党体制。它包括三个层面的涵义：一是国家对政党的政治地位、活

动规范和执政参政方式的法律规定；二是事实上形成的政党活动方式、执政参政

方式和运行机制、党际关系、政党与社会团体的关系，以及社会对政党的体认程

度；三是政党自身的政治纲领、组织原则和组织体系。”
②
“一个国家究竟实行何

种政党制度，并不取决于当权者的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该国的历史传统、基本

国情、阶级力量对比以及政治制度的需要等。”
③
各国只有根据具体的国情确定适

合本国的政党制度模式，因势利导，才能实现本国政治任务对政党的要求。从世

界各国政党制度的历史来看，照搬别国的政党体制总是很难成功的。“政党制度

由国体决定，又是政体的组成部分。它同议会制度（包括选举制度）、政府制度

有密切联系，不仅规定着政党本身的地位、作用和活动方式，而且深刻影响着国

家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和社会成员政治活动方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着重要的

地位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④
 

（二）政党制度的分类 

政党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国家政治发展的需要，实行

何种政党架构和运行模式由国家政治发展状况所决定。由于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

历程、建立政权的方式迥异，其政党制度采取不同的模式，即便是同一性质的政

党制度，其政党架构和运作模式也不完全相同。按照社会制度标准划分，政党制

度可以分为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和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按照取得政权的方式划分，

政党制度可以分为竞争性政党制度和非竞争性政党制度；按照实际执掌政权的政

党数量不同，可以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第 377 页. 

②
 廖继红.中国政党制度研究[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第 10 页. 

③
 廖继红.中国政党制度研究[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第 16 页. 

④
 廖继红.中国政党制度研究[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第 17 页.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第一章 中国政党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 

 3

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它采取

“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运作模式，在政党关

系、政党与政权关系、政党与政治资源关系三个层面与西方政党制度有着本质的

区别。在西方，各政党在共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前提下，是相互制衡、相互斗争、

彼此倾轧、尔虞我诈的敌对关系。他们通过参加竞选，争夺议会和政府席位取得

政权，依靠政党竞争分配政治资源，强行把政治资源纳入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的架

构中。在我国，各民主党派是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

友党。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执政地位是稳定的、长期的，执政

方式是强有力的、高效率的。各民主党派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参与国家政权建设，

具有稳定性、长期性、广泛性等特点。政党与政府资源的关系，主要由中共和各

政党的协议、章程所确定，反映了我国各政党的历史发展、性质、地位和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同于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它符

合中国的国情，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三）政党制度的作用 

政党制度是对政党活动的规范，不仅规定了政党本身的地位、作用和活动方

式，而且深刻影响着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成员的政治活动方式。首先，政党制度

规范了民主政治生活。政党作为相应的阶级、阶层和群众的利益代表，负责组织

和动员人们参与政治生活，让人们获得不同程度的民主权利。政党制度则为政党

在动员、组织和指导民众参政活动中提供了制度保障，使人们在制度规范下可以

不同程度地扩大民主权利，参与政治生活，并使政治生活、政治斗争和政治决策

公开化、程序化、法治化和制度化。这种政治规范有利于发挥统治集团集体的作

用，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减少和消除滥用权力的

现象，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其次，政党制度规范了政党行为。规范的

政党行为是政党发挥自身功能的有力保证。在西方，政党制度为政党操纵选举，

控制议会提供了规范的方法和途径。各政党通过组织竞选班子、筹集竞选经费、

制定竞选纲领、选拔候选人、进行舆论宣传等，控制和操纵选举，以保证本党候

选人进入议会和政府。在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规定

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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