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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

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在即，中央高層不斷發出深化改革的強音，屆時是

否會有政治體制改革內容？步伐有多大？這一切備受海內外關注。內地黨建

研究權威、全國政協委員、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王長江教授在接受本

報獨家專訪時指出，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是發展民主，三中全會肯定要涉及這方

面，未來十年政改必須啃下四塊「硬骨頭」。這不僅是對民眾日益強烈民主訴求的回應，

亦是執政合法性繼續鞏固、市場經濟持續發展、其他各項改革順利推進的必須。他認為，民主最大

推力不是素質而是利益，越南共產黨近年來在發展民主方面的一些舉措，可供借鑒。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帆、王玨

王長江教授對本報指出，政治體制改革的核
心是發展民主，而民主包含了授權、決策、參
與和監督等一系列環節。這些環節中，授權—
也就是選舉—是核心，沒有授權，後面三個無
從談起。

扭轉幹部體制防濫權

他說，民主是一套完整的程序，但長期以來
我們理解的民主其實是碎片化的，甚至往往只
是一種工作方法，「比如開個座談會，徵求點
意見，大家意見不同時放棄自己的意見而採納

大家的意見等等。做到了這些，就覺得已經民
主的不得了了。嚴格說這不是民主體制中的部
分，只是一些小碎片。其實民主應該是一系列
環節環環相扣有機地相互連接在一起的一個系
統。」
他強調，民主的一系列環節中，授權—也就

是選舉—是核心，多數人把權力授給少數人才
能使公權力運行。在實踐中，在授權民主方
面，實踐中的改革是滯後的。對幹部權力來自
何處的問題，沒有很好地解決，從而形成了一
套「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的幹部體制。
「如果我的授權來自老百姓，那我會全力為老百
姓服務。如果不是，我沒有任何必要聽老百姓
的。」競爭性選舉，可以補上這個環節，讓老
百姓有選擇，讓普通黨員有選擇。誰為老百姓
服務得好，誰就有被選中的可能。只有建立這
樣的平台，才能真正扭轉只向上負責不向下負
責的狀況，從根本上遏制權力濫用的勢頭。
授權結束之後是民主決策。吸收更多的人參

與決策，當前地方多有創新，比如杭州的全委
會公開決策，市裡開全委會討論決定重大問題

時，利用網絡建立平台，普通老百姓可以參
與，在網絡上互動，老百姓很歡迎。

網絡監督遏選舉舞弊

決策之後是執行，也可以讓更多的人參與到權
力實施的過程中來。最後，還有整個權力運行怎
樣受到更多的人監督，即民主監督。在監督環
節，網絡這幾年的參與力度比較大，網絡上揭露
了貪官，相關部門就必須作出回應。這種良性互
動，實際上是官方對網絡反腐的認可，對愈演愈
烈的腐敗現象有相當大的遏制作用。
王長江說，儘管這些環節中，授權是前提和

核心，但光有授權遠遠不夠。如近幾年村民自
治出了不少問題，就是因為雖然授權已經很民
主了，但後續環節沒跟上，只關注選舉，但選
了以後掌權者幹什麼卻無法約束，有權想怎麼
用就怎麼用，導致賄選、村長腐敗等負面效
應，「這不是民主的問題，也不是老百姓素質
低，而是沒有完整地推進民主。不是民主太
多，而是民主缺胳膊少腿、不夠健全的問
題。」

獨家專訪 內地黨建研究權威王長江

政改核心是發展民主
未來須啃四塊硬 頭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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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未來十年必須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構建起適
應市場經濟要求的政治體制基本框架，其中最重要的是在

四個關鍵領域有實質性的推進，即改革幹部任用制度、更好發揮
人代會和黨代會等代表機構作用、加快轉變黨政機構職能以及加
速社會建設。這四個領域的改革也是最難推進、遲遲未啃下的
「硬骨頭」。

王長江指出，中國特有的改革路徑是，改革採用漸進式，一點
一點地從比較容易改的方面 手。通過前三十多年的經濟體制改
革，去除了直接阻礙經濟發展的部分，但容易改的改掉之後，剩
下的多是難啃的「硬骨頭」，動其中任何一個，都是骨頭連
筋，需要中央有大決心、大勇氣。

梳理幹部任用制執政為民

首先，是改革幹部任用和管理體制，更大範圍地實現競爭性選
舉。雖然理論上說，官員的權力是人民給的，但具體到官員個
人，他們的感覺往往是：我的權力是上級給的，是某某領導給
的。這種觀念導致官員只向上負責，不向下負責，形成人身依附
關係，成為很多社會弊端的根源，因而亟需按照競爭性選舉及其
衍生的一系列規則，調整和梳理現行幹部管理任用制度，從而從
制度上落實執政為民，遏制濫用權力的腐敗現象。
在共產黨一黨領導、多黨合作的格局下，在黨內引入競爭性選

舉，作為發展黨內民主的根本環節，已經在一定範圍內試點並成
熟。在四川、江蘇的部分地區一些鄉鎮已經進行過試點，鄉鎮領
導班子嘗試進行直接的競爭性選舉，不但可行，而且卓有成效，
關鍵看今後願不願意在更大範圍推廣。

改善人代會發揮真正作用

其次，改善人代會、黨代會運作方式，真正發揮代表機構作
用。中國有十三億人口，黨內黨外採用的都是代議制民主制度，
即人代會和黨代會。但這兩大代表機構未充分發揮作用。理論上
說，人代會和黨代會分別是國家和黨的最高權力機關，但代表中
官員比例達到60%-70%左右，差不多等於是掌權者自己把權力委
託給自己，這是不合理的。在這種情況下，代表身份成了一種待
遇，成了一種身份象徵，選舉缺乏競爭性，老百姓沒有太多選擇
權利。和人代會相比，黨代會更是長期以來都沒有發揮最高權力
機關的作用。應盡快完善兩大代表機構的選舉、履職、監督功
能，加快推進黨代會常任制的步伐，促使其真正發揮作用。

加快黨政機構職能轉變

第三，加快政府職能與黨的機構職能的轉變。現在政府審批事
項少了，這是好事，但是也要警惕有些機構借改革為名，行擴權
之實，「改革創新」成為強勢群體、強勢部門攬權擴權的工具。
歸根結底，還是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梳理政府權力，確
定政府和社會、政府和市場的各自邊界，搞清楚政府該做什麼，
不該做什麼，真正把政府管理職能集中到宏觀調控、市場監管、

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上來，進一步退出一些政府不應干預的領
域。本屆政府履新以來，致力於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三中全會
後是否會有更大動作，值得期待。

提高公民社會組織化水平

第四，加快社會建設。社會的自我組織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
是社會發展進步的基石，社會成熟與否首先看社會的組織化程
度。戰爭年代，當中共還是在野黨的時候，非常善於把民眾組織
起來，通過思想滲透、組織動員來擴展自己的影響。取得執政地
位之後，這些好的傳統削弱了很多，強權取而代之，這無疑需要
正本清源。面對當前社會發展，執政黨必須引導和組織社會，尤
其對於民間組織的發展，應該去支持、鼓勵、引導。提高公民的
社會組織化水平，才能提高治理社會的有效性和科學性。

王長江簡歷

文化素質無礙行使公民權

王長江教授說，共產黨實行黨內民主是大勢所趨。一些社會主

義國家執政的共產黨十分注意擴大人民民主和黨風廉政建設，特

別是越南共產黨近年來在發展黨內民主、社會民主方面有不少新

舉措。有些舉措是可供我們借鑒的。

他指出，由於越南早先受到法國的殖民統治和美國的佔領，有

些西方民主的淵源，其黨內民主直接由社會民主推動，顯得順理

成章。此外，越共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才取得政權，沒有太沉重的

歷史包袱。近年來，越南在發展黨內民主、社會民主方面動作非

常大，黨外群眾可以對黨代會報告的初稿提意見和建議，選舉中

央委員，黨員可以毛遂自薦。「所以不要小看越南，他們經濟可

能沒有我們發展快，但在政治體制改革上瓶頸要少得多，我們要

有緊迫感。」

民主可與一黨制共存

另外，王長江表示，競爭性選舉就一定會發展成多黨制，導致

共產黨喪失領導地位和執政地位，這也是一種誤解。政黨以取得

政權為目的，而取得政權的一個前提條件是獲得社會多數的支

持。所以，政黨通常會盡最大限度地擴大自己的社會基礎，而不

會固守僵化的意識形態，聽任自己離權力中心越來越遠。在當代

社會分層前所未有地多元化的背景下，能不能反映更多社會階層

的利益，甚至已經成了關係政黨盛衰興亡的大問題。一種政黨體

制是否立得住，取決於它能不能適應這種要求。即使是多黨制，

如果不能為民眾提供足夠的利益表達渠道，同樣會面臨危機；反

過來，如果能夠滿足這種要求，一黨制又有何不可？所以，發展

民主並不必然導致多黨制。一黨制條件下同樣可以發展民主，完

全可以通過制度規範做到這一點。

越共政改經驗深值中共借鑒

王長江教授對本報指出，直到今天，仍有人在
對中國能不能推進民主化表示懷疑，理由之一
是，在中國農民佔多數，人口文化素質低。這是
一種似是而非的認識。用文化素質低作為不搞或
少搞民主的理由是站不住腳的。他認為，文化素
質並不決定能不能搞民主，而只決定民主水平的
高低。
「沒文化，並不妨礙公民行使自己的權利。」王

長江稱，以中國情況為例，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
期的農民，斗大的字不識幾個，文盲遍地，其文化
素質和當今基本普及義務教育條件下的農民根本不
能同日而語，但是，正是這些貌似可以歸入「最低
素質」的人群中，共產黨有聲有色地搞起了民主選
舉。可見，文化素質或許會影響民主的水平，但並
不決定該不該搞民主。
他表示，之所以要把發展民主政治作為一個根本目

標，歸根結底是因為在中國發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承認人對利益的追求，承認人維護自己正當利益

的權利，是市場經濟發展的根本前提。所以，可以這
樣說：只要搞市場經濟，就一定要發展民主；只要搞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一定要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
治。這應該是民主政治的一個基本常識。

不推行改革 黨公信力下降

至於發展民主的最大障礙，王長江認為，在從思
想上來說，是對民主的恐懼，還是一種革命黨的思
維，這點上，中共應該真正建立執政黨思維。實踐
上，最大的阻礙是既得利益，這是權力運行造成
的。計劃經濟時代，中國按照蘇聯模式設計的權力
運行格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就成了不合理的利
益格局，最大的後果就是形成了既得利益，它通過
權力獲得利益，所以也會拚命維護自己已得的特
權，成了改革的阻礙。一說既得利益，有人往往就
指向國企，這固然有道理，但依他看，這些畢竟只
是經濟既得利益。最大的既得利益還是利用權力獲
得的既得利益，對人的控制、對政治資源的控制，

物質上無形，但更根本。怎麼改變這種狀況，才是
最大的難點。
王長江認為，說「民主是個好東西」，這是一個

價值判斷，有道理，他也贊同。但客觀地說，民主
本身實際上無所謂好壞，不是說好就可以搞，不好
就可以不搞。民主是趨勢，是政治發展到今天的必
然選擇。它既非西方獨有，更無與中華民族傳統不
容之說，只是人類順應天性解決政治問題而逐漸發
展出來的一種制度安排。特別是當前中國，改革已
經進入了深水區，市場經濟改革走到一定程度，帶
來的問題不像過去那麼簡單，只需要抓住經濟發展
就行。新老問題盤根錯節地和政治體制改革連在一
起。政治體制不改，那些大問題都沒辦法從根本上
解決。相反，不進則退，不改會使已有的改革成果
喪失殆盡，會使黨的公信力下降。擺在執政黨面前
的責任和選擇只有一條：發展黨內民主，以黨內民
主帶動和促進人民民主，加快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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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塊硬骨頭
■改革幹部任用制度

■發揮人代會、黨代會作用

■轉變黨政機構職能

■加速社會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