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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來，中共積極推動多種形式的黨內民主制
度建設，涉及黨內選舉、黨代會、黨務公開等
多個方面，黨內民主道路在常態化探索中逐漸
成型。
中共在選舉制度改革上取得的進展，可以通過

數字來體現。中共十七屆中央委員、候補委員
和中紀委委員，全部由差額選舉產生，差額比
例達8%以上；31個省區市黨委委員候選人差額
比例平均為11.9%，比上屆提高0.6%個百分點。
地市級委員、候補委員的差額比例平均為
14.9%，縣委委員、候補委員的差額比例平均為
11.3%。
在候選人提名方式上，十七大報告提出推廣基

層黨組織領導班子成員由黨員和群眾公開推薦與
上級黨組織推薦相結合的辦法，逐步擴大基層黨
組織領導班子直接選舉範圍。這種被稱為「公推
公選、公推直選」等選舉方式的改革，在江蘇、
雲南等試點地區廣泛推行。在當地黨委換屆過程

中，甚至有一些地區流動黨員自費從打工地回鄉
參加黨內選舉，黨員參選熱情高漲。

推廣提案制 試點常任制
十六大黨代表的差額比例要求是多於10%，十

七大黨代表的差額比例要求是不少於15%，而十
八大黨代表的差額比例要求是多於15%。特別
是，十八大代表的候選人提名不僅要經過「自
下而上、上下結合、反覆醞釀、逐級遴選」，候
選人名單還首次在社會媒體範圍內公示，接受
廣大黨員和群眾的監督。
十六大以來，黨代會代表提案制確立並逐步推

廣，共有365個市（州）、2684個縣（市、區）探
索建立了代表提案和提議、調查研究、列席黨
委有關會議、聯繫服務黨員群眾等配套工作制
度。
黨代表大會常任制試點規模不斷擴大。部分縣

（市、區）建立黨代表大會年會制，通過年會決

定重大問題。代表在黨代會上通過提案、評議
等方式發揮作用，在閉會期間開展調研，了解
民眾意願和要求，黨代表大會常任制試點在多
個縣市展開，取得了一些經驗。

設立發言人 各部透明化
在黨務運行方面，人們更能體會到「陽光」的

力量。黨務公開被認為是黨內民主的前提，黨
員必須先有知情權，才可參與和監督。2004年中
央頒布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權利保障條例》以
來，黨員享有的各項權利得到充實，黨員參與
黨內事務的渠道進一步拓寬。
十年來，中共中央13個部門單位、31個省區市

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黨委的新聞發言人紛紛亮
相，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正式確立。中紀委、
中組部、中宣部、中聯部等中共核心部門紛紛
邀請境外媒體、社會人士甚至網友參加「開放
日」活動，讓外界了解他們「神秘」的工作。

提高差額比例 穩步擴大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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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集中統一是黨的力量保證」，這是中國共產黨對於黨內民主問題上的最新表述。十六大以來的10年

間，中共將黨內民主作為自身建設中最關鍵的㠥力點，從黨務公開積極穩妥推進，黨員主體地位和民主權利保障不斷加強，到

黨代表大會制度和黨內選舉制度不斷完善，黨內民主決策機制更加健全，取得一系列黨內民主建設成果。

對於擁有8,200萬黨員、在14億人口國家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來說，其發展黨內民主注定不可能墨守前人經驗，也不會照搬某種

模式。「必須堅持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這一具有辯證哲學思想的原則，正是中共對黨內民主多年探

索、實踐的總結。在決策的過程和程序上充分民主，更好地凝聚共識，最終形成集中統一的合力，已成為中共在新時期治國理

政、攻堅克難的法寶。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

■十年來，全國各地

穩步推進基層黨組織

的「公推直選」。

民主集中制六原則

無 論是革命時期，還是執政以來，中國共
產黨一直把民主集中制確立為黨的根本

組織原則和組織制度。十七屆四中全會明確
提出，「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集中統一是
黨的力量保證」，被認為是中共在新形勢下界
定闡釋黨內民主集中制的新思路。事實上，
十六大以來，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中共在
黨內民主、集中統一上不斷探索和實踐，取得
了新進展。

創新制度 接受監督
黨內最高領導層率先垂範，接受全委會民主

監督。自十六屆三中全會，胡錦濤總書記代表
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會報告工作開始，中央政
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定期報告工作並接受監督，
成為中央率先完善委員會制度的重大改革舉
措。此外，中央紀委常委會向中央紀委全體會
議報告工作，地方各級黨委常委會、紀委常委
會分別向委員會全體會議每年報告工作等，也
作為新的制度堅持下來。合理劃分黨委常委會
與全委會的職責權限，有利於更好發揮全體委
員會的集體領導作用。
2004年，中央組織部頒發《黨的地方委員會

全體會議對下一級黨委、政府領導班子正職擬
任人選和推薦人選表決辦法》，對重要幹部任免
實行全委會票決制的辦法作出詳細規定並得到
普遍執行。一些地方還把全委會票決制的適用
範圍擴大到同級黨政職能部門的正職，運用到
重大決策、重大項目安排和大額度資金使用等
事項，進一步提高了全委會的地位，成為科
學、民主決策的制度保證。

重大決策 廣徵建言
通過更加民主和科學的決策過

程，團結更多力量，凝聚更強共
識，已成為中共決策重大問題的
常態化方式。十六大、十七大
上，大會報告都會首先出台徵求
意見稿，廣泛吸納黨代表甚至民
主黨派人士等黨外代表的意見，
再作修改、定稿後提交審議。從
十六屆四中全會開始，中央決定將

全會文件徵求意見的範圍擴大到十六大代
表，以進一步集中全黨智慧、凝聚全黨共
識。這種形式不僅出現在黨內，包括年度政
府工作報告等重要報告和決策，都實施了這
樣「民主與集中」的制度安排。
在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看來，

「十二五」規劃等五年規劃的編制過程就是實
踐民主集中制最好的案例。五年規劃的決策過
程是一個典型的政策循環：前一輪為後一輪奠
定基礎，每經過一輪，不同意見表達的民主程
度和形成政策共識的集中程度都進入更高階
段，規劃文本的質量也上一個新的台階，顯示
出極好的學習機制和極強的適應能力。

民主集中 貫徹始終
不僅是編制五年規劃，事關民生的醫療體制

改革、教育改革等重大問題，都有反覆多次的
民主集中過程。以新醫改為例，從由高校、研
究機構提供多份醫改方案，聽取醫院、患者、
保險機構等多方意見，到成立衛生部、財政部
等十餘個部委聯合小組，再到「市場派」、
「政府派」專家輪番發聲等民主過程，最終集
中共識，出台醫改方案。
「正確處理民主與集中的關係，要求既充分

發揚黨內民主，令各級黨組織和黨員的意願得
到充分表達，防止個人專斷；又加強在民主基
礎上的集中，統一思想認識，保持步調一致，
防止出現軟弱渙散的局面」，中國社科院副院
長李慎明強調，處理好民主與集中的關係，是
中共發展黨
內民主的關
鍵之一。

十六大以來，中共基層黨組
織的民主探索異彩紛呈，迸發
出了生機和活力。
據統計，中共基層黨組織黨

務公開平均覆蓋率達98%以
上。天津、內蒙古、江蘇等地
基層黨組織充分運用互聯網、
局域網、電子顯示屏、遠程教
育站點、手機短信平台等現代
信息手段，使黨務公開更加簡
便、快捷、高效。

基層試點 公推直選
各地開展基層黨組織領導班

子公開推薦、直接選舉的試
點。2009年，江蘇南京市在
363個社區黨組織的領導班子
換屆時，全部採用公推直選方
式。2010年，廣西在村（社區）
黨組織換屆，也採取直選方式
進行。
在民主議事決策方面，黨領

導的村級民主自治機制進一步
完善。一些地方還規定，每月
「逢四說事」、「逢五議政」，
先召開黨員大會，再由黨員群

眾共同參與議事決策，使黨員
大會的作用經常化、制度化。

質詢制度 有序探索
此外，黨內基層民主監督渠

道得到不斷拓寬，部分地區探
索建立了黨員向基層黨組織及
領導班子成員提出詢問和質詢
的制度。廣西在部分縣（市、
區）和鄉鎮推行黨員旁聽縣
（市、區）黨委常委會議、鄉
鎮黨委會議的做法。四川成
都、雲南麗江等部分縣（市、
區）邀請黨員代表列席黨代
會、全委會、常委會和基層黨
組織有關會議。
切實發生在基層黨員身邊的

選舉改革，被海外媒體評論為
「正在悄悄改變中共基層組織
幹部選任的生態環境，中共黨
內民主發展正在有序、有力向
前生長」。「不少人低估了中
共黨內民主的力度，對於未來
黨內選舉來說，競爭、擇優是
改革方向」，一位權威專家這
樣說。

基層黨務公開
覆蓋率超98%

★一、黨員個人服從黨的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

織，全黨各個組織和全體黨員服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

★二、黨的各級領導機關，除它們派出的代表機關和在非黨組織

中的黨組外，都由選舉產生

★三、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

央委員會。黨的地方各級領導機關，是黨的地方各級代表大會

和它們所產生的委員會。黨的各級委員會向同級的代表大會負

責並報告工作

★四、黨的上級組織要經常聽取下級組織和黨員群眾的意見，及時

解決他們提出的問題。黨的下級組織既要向上級組織請示和報告

工作，又要獨立負責地解決自己職責範圍內的問題。上下級組織

之間要互通情報、互相支持和互相監督。黨的各級組織要按規定

實行黨務公開，使黨員對黨內事務有更多的了解和參與

★五、黨的各級委員會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

度。凡屬重大問題都要按照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

會議決定的原則，由黨的委員會集體討論，作出決定；委員會

成員要根據集體的決定和分工，切實履行自己的職責

★六、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要保證黨的領導人的活動處

於黨和人民的監督之下，同時維護一切代表黨和人民利益的領

導人的威信 ■根據2007年修改後的《中國共產黨黨章》整理

■上海某小區統計幹部所得選票，基層民主深入百

姓生活。

■社區選民認真履行民主表決權。

■展示選民

證，老伯滿

臉喜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