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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實行法治還是人治？
民主是「法治」的前提，「法治」是民主的形式。不可否認，幾千年的專制主

義「人治」傳統，近30年蘇共個人崇拜的盛行，以及革命黨長期所處的戰爭環境
所形成的工作習慣，對中共執政之後沒有很快走上「法治」軌道影響至深。不
過，在它執政的第8年，中共創始人董必武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他在中共
「八大」對黨的幹部隊伍中存在的「人治」現象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呼籲要「有
法可依」、「有法必依」、「依法辦事」。
新時期初，中共總結「文革」教訓，強調「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從

此，中共的治黨治國治軍理念開始走上「法治」軌道。30多年來，中共以現代民
主法治精神為指導，一方面秉持「依規治黨」的理念，以民主集中制為據，不斷
完善黨內法規，並依照法規處理黨內事務，保證了黨內政治生活的規範化、正常
化；另一方面堅持「依法治國」的方略，適應改革開放形勢的發展，在立法、執
法、普法方面做了大量努力，現在中國民眾的守法、用法意識大大增強。
需要說明的是，從新時期開始，中共就在《黨章》中明確規定「黨必須在憲法

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同時修訂的中國《憲法》規定「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
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
本的活動準則，並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因此，在中國
「法」大於黨，黨的一切活動都必須依規依法。

二、在中國，「黨大」還是「國大」？
中共始終認為，儘管自己是中國工人階級、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但

相對於人民大眾來說畢竟是少數人構成的組織，而且還一直以為，國事是大家的
事情，不是一黨一派、一家一己的私事。因此，它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不
同的歷史時期，始終堅持「國」在「黨」上，先「國」後「黨」的原則。
中共領導的人民革命勝利前夕，解放區民眾懷㠥感激的心情，唱出「沒有共產

黨就沒有中國」的歌謠。毛澤東得知後立即予以糾正，「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
國」，突出「新」意，即中國自古就存在，中共執政只是要使貧困落後的舊中國
變成一個人民當家作主、人人自由平等幸福，並且能夠促進世界和平，得到其他
國家人民尊重的工業化(現代化)的強大國家。今天的中共仍然庚續㠥這一理念，

它帶領全中國13億各族兒女所做的一切事情，歸根到底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這一170多年來的中國人的宏偉願望。

三、中國共產黨反對民主嗎？
中共是在以「民主、科學」為幟志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誕生的，到了1930年代

末將自己領導的革命確定為「新民主主義」革命，要建立起一個「新民主主義」
的國家。執政後，中共一直致力於人民大眾民主權利的保障和實現。
進入改革開放之後，中共在對基本國情重新認識後，認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

會主義現代化」，民主建設是整個現代化建設系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民主建設
必須具有民族和時代特色，傳統的社會主義民主理論和形式需要創新，歐美國家
的現行民主制度不能套用。
30多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無論是在理論創造、制度完

善、形式豐富各個方面都有長足發展，生活在中國大陸的絕大多數人民
都有切身體會。現在，中共強調「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人民民主
是社會主義的生命」，並堅信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一定能夠不斷發
展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四、中國是不是一黨專政？
民主黨派是不是「擺設」？

目前中國實行的「一黨領導，多黨合作」，政治協商的政黨制度是近
代中國政治演進必然結果。中共建政後，儘管國家社會經濟、政治關係
發生過幾次重大變化，但始終堅持並不斷完善這一制度。「長期共存、
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是這一制度建立的基礎和精髓。
目前中國大陸的9個黨派政治上完全平等，功能上互補互進。其中，

中共起㠥政治、思想、組織方面的領導作用，其他黨派履行㠥參政議
政、政治協商、民主監督的職責，並在中國大陸的各級立法、行政、司
法機構和企事業單位中，這些黨派的成員都擔任㠥重要的職務，發揮㠥
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楊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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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報道，在中國共產
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夕，英國共產

黨總書記羅伯特．格里菲思，俄羅斯共產黨中

央委員會主席久加諾夫，法國人民運動聯盟第

一副書記、前總理讓－皮埃爾．拉法蘭，印度

共產黨(馬克思主義)中央政治局委員、印度國會

上院議員亞秋里先後接受訪問時表示，中共領
導下的中國是一個不斷創造奇跡的地方。尤其是近10年間，
一系列經濟社會發展成就令人刮目相看。

英共：華用成就反擊偏見
英國共產黨總書記羅伯特．格

里菲思說：「我在過去10年內3
次訪問中國，其中兩次是率領英
國共產黨代表團。在到訪的很多
地方，我們看到了中國國內處於
不同發展階段的地區。通過與中
國共產黨代表、工會代表以及地
方政府官員和工商業經理等不同
階層的人士深入討論與交流，我
們對中國的發展過程有了更好的
了解。」回首歷次中國行，格里菲思說：「中國巨大的經濟
和社會發展令人矚目。在過去20多年裡使6億人擺脫貧困，這
是中國取得的巨大人道主義成就。」格里菲思說，中國被看
作世界上的和平力量，代表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問題，反對
戰爭而選擇調解。

俄共：十八大將訂新戰略
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

久加諾夫說：「我認為，中共十
八大將為中國經濟未來發展制定
新的重要戰略決策。」久加諾夫
說，中國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迅
速而且高效，已經取得明顯成
果。否則，如果僅僅依靠外貿出
口，中國經濟早已被國際金融危
機拖垮。「我相信，中國經濟發
展方式的持續轉變將對亞太和世

界經濟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受中國發展的推動，亞太地區
將成為21世紀主要的經濟、金融和科技發展引領者，」他
說。

法人運：華將扮演重要角色
法國人民運動聯盟第一副書

記、前總理讓－皮埃爾．拉法蘭

表示，對於即將召開的中共十八
大，中國國內和國際社會都有所
期待，「中國在未來全球治理中
將扮演重要的角色」。拉法蘭認
為，未來的中國領導人已經具備
非常豐富的執政經驗。面對國內
國外的挑戰和機遇，中國新一代
領導人既要努力保持國內經濟增
長，又要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拉法蘭強調，中
國在二十國集團峰會和其他國際體系中的表現可圈可點，在
國際舞台上表現出了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印共：社會主義臻更高層次
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中央

政治局委員、印度國會上院議員

亞秋里表示，中國人民自改革開
放以來取得的成就在人類文明史
上是突出的。之所以能夠取得這
一成就，是因為新中國成立後，
中國確立了牢固的社會主義制
度。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是中
國社會主義建設新的起點和延
續，把中國革命推向前進。中國

在農村加強推廣政府組織工作，而不是一味讓農村人口流入
城市。發展生態文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等都說明，中國的
社會主義建設已經進入了一個更高的層次。

新任保加利亞駐華大使舒丘爾利埃夫近日在接受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採訪時高度評
價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方面作出的卓越貢獻，並對即將召

開的中共十八大充滿期待。

巨大成就源於中共領導
舒丘爾利埃夫認為，中國是世界上少數在全球經濟舉步維艱的背景下保持

持續較快發展的國家。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國家在這麼短的時間
內取得如此迅速和成功的發展。這些巨大的成就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分不
開。

西班牙駐華大使歐亨尼奧．布雷格拉特感歎過去十年中國的經濟發
展和變化令人難以置信。他形容，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將中國從一個
農業國轉變成工業國，而這一切在很短時間內發生，變化速度驚人。
對於中國的未來發展，歐亨尼奧．布雷格拉特近日在中央電視台節

目中坦言，中國雖面臨㠥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收入差距、環境等挑
戰，但中國政府有能力採取必要措施解決問題。

對於過去十年中國的發展，波蘭駐華大使塔德烏什．霍米茨基認
為，中國變化歷程複雜，這些變化涵蓋了中國的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的
方方面面，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國經濟發展。

政策持續有能力面對挑戰
但這位波蘭駐華大使在接受中央電視台採訪時提醒，對中國這樣一

個地域遼闊、有㠥眾多人口和巨大經濟體的國家而言，要持續發
展，就必須按照變化了的形勢進行調整。中國必須考慮到一些市場
正在下滑、一些機會正在消失，因此國內消費增長對中國政府來
說非常重要。

新西蘭駐華大使伍開文向中央電視台表示，中國的政策一直都
有很強的持續性。他說，中國並
非突然改變，這需要一個過
程，而且還在繼續。伍開文相
信，未來中國有能力面對發展
中遇到的眾多挑戰。他判
斷，中國的發展會成為
這個時代世界上唯一重
要且主要的轉變事
件。他認為，中國完
全有智慧和能力去尋找
別處已存在的系統、科
技來解決自己的問題。
「如果說此前改革開

放的成就讓中國登上
『百尺竿頭』，那麼這

十年間的奇跡則讓
中 國 『 更 進 一
步』。」埃及前駐

華 大 使 馬 哈 茂

德．阿拉姆近日
在 接 受 新 華 社
《參考消息》專訪
時表示，歷史將
證明中國和平崛

起的誠意。
墨西哥前駐華大使李子文

接受《參考消息》採訪時稱，中國
政府的高效和果斷令人欽佩，未來中國
經濟增長速度也不可小視。他認為，
只要中國繼續重視發展國內市場，
經濟就會保持增長勢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中國過

去十年的發展被世界稱

為「中國奇跡」，一個

國力日益增強的發展中

大國躍然崛起。中共十

八大前夕，多位外國駐

華大使高度評價中國過

去十年所取得的巨大發

展和卓越成就，指中國

有能力面對發展中遇到

的眾多挑戰，未來發展

趨勢和前景令人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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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亞新任駐華大使

舒丘爾利埃夫

■英國共產黨總書記

羅伯特．格里菲思

■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

久加諾夫

■法國人民運動聯盟第一副書記

讓－皮埃爾．拉法蘭

■印度共產黨(馬)中央政治局委員

亞秋里

■西班牙駐華大使

歐亨尼奧．布雷格拉特
■波蘭駐華大使

塔德烏什．霍米茨基

■新西蘭駐華大使

伍開文
■埃及前駐華大使

馬哈茂德．阿拉姆
■墨西哥前駐華大使

李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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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間，內地一系
列經濟社會發展成就令
人刮目相看。圖為蘭州
某車廠一隅。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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