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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作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
无党派人士基于中国近百年以来的特定国情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特定现代化目标创造出的重要

政治制度。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这一制度的形成与成熟完善,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彰显的规律性,政党制

度结构与功能的科学性,政党制度运行的合理性和政党制度国家治理绩效的有效性,成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主要来源。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国内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大局

背景下,这四重来源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上实现整合,以共同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

越性,增强其优越性的解释力与说服力,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套具有说服力和传播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党制度优越性话语体系,从而在学理上阐明它对世界政党制度与政党理论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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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
“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 [1]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

治制度,讲“制度优势和特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很重要的一个方

面” [2]74,因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建设,展现我国新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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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制度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作为新型政党制度,“新”在何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
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的弊端;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

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恶性竞争的弊端;它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

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因利益冲突而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3] 。 显然,习近平总书记

的这个重要讲话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与主要优势,以及政党制度的“新”
与其优越性之间的内在关联。 那么,这种内在关联源于什么样的逻辑,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大局背景下,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 100 周年的辉煌历史时

刻,如何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来源要素,成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

越性话语体系需要回答的问题。

一、研究文献述评与问题的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从产生以来就在制度形式与制度功能上显现出独特性。 随着它在

中国国家治理中的功能越来越丰富、地位越来越重要、效能越来越显著的同时,相关研究也越来越

多。 从国内研究来看,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开始兴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研究。 与这一概

念意思相同或者相近的是中国政党制度、中国特色政党制度。 虽然三个概念存在内涵、外延和形成

时间上的差别,但在当下语境中其本质与主体都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一)研究的主要思路及其观点

周淑真、吴美华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应从历史的纵向说明政党这种组织形

式在中国近代出现后是如何逐步中国化的,从现实政治发展说明其结构特点和有机构成的各种要

素,从改革开放几十年来说明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组织形式、运行机制及参政特点[4] 。 这表明理

解与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可以从历史的、现实的与制度本身的角度进行。 因而从目前

相关研究文献来看,其研究思路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是历史思路。 从历史的维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党制度及其优越性寻求历史合理性或合法性。 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中国社

会政治变革的历史选择[5] ,因而学者们在中国历史和国情的分析中把握其形成的必然性,阐述新中

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历程、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从中分

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价值与生命力[6] ,在此基础上为构建和谐政党关系、巩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提供理论支持[7] ;或者在整体上沿着历史脉络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的形成与发展[8] 、经验与启示[9] 、现状与前景[10] 以及运行机制、功能和价值[11] 等,从而为该制度的

现实正当性提供来自历史的法理性支持。 历史维度的研究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

展脉络及其优越性的历史基础,但不足可能在于对其中的历史逻辑发掘还不够充分。
二是政治思路。 依据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制度的重要讲话与中共中央关于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统一战线等的重要决定与政策,研究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及其政治动力,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寻求政治

依据与理论依据。 学者们比较系统和全面地研究毛泽东[12] 、邓小平[13] 、江泽民[14] 和胡锦涛[15] 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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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中央领导人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从这

个角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色和优势[16] ,并基于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为线索,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入手考察该制度的发展经验以

及制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基本内容,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当代世界

政党政治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7] 。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党制度方面的重要论述[17]又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要理论来源,学界认为在与西方政党制度的对比

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愈发显示出优越性[18] 。 政治维度的研究注重引经据典及其阐释,但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讲话与党中央文件中的理论与思想观点的学理性分析还不够深入。

三是制度思路。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内在结构与功能的维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党制度在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发展中的作用与功能,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党制度优越性寻求制度依据与理论依据。 学者们认为,从结构上讲该制度是核心一元性和结

构多元性的统一,从价值上说其目的是既要保证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又要实现中国各项事业的

全面进步,同时还要担负起推动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历史重任[19] 。 为此,学者们从制度结构与

功能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20] 、与国家政权的关系[21] 、创新发展[22] 等重点

和难点问题进行研究。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机制而言,学者们认为它包含目标机制、
领导机制、合作机制、协商机制、监督机制等,产生了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和维

护稳定等政治功能[23] 。 这些政治功能在实践中增强了党和国家的活力,适应了人民民主专政国体

的要求,是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自信的源泉[24] 。 制度维度的研究注重使用政党政

治理论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及其优越性,但以中外政党制度治理绩效为主的比较研

究还是薄弱点。
四是法规思路。 从法规政策文本的维度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涵与优势,阐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国家政治制度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并思考制度改革和完善的方法

与路径。 学者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制度结构、制度效率、制度设计,论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25] ,并从这些角度比较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党制度与外国政党体制,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具体运作模式、
特点与优点[26] ,尤其是从协商民主的法规与政策角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结构-功

能及其优化空间[27] 。 法规维度的研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度设计以及党委政府制定的政策文件,
在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实践运行的基础上提出改进完善的意见建议。 这虽然注重了政

党制度的规范性与制度结构-功能的推导,但可能又局限于文本的应然规定与制度价值设定,对制

度优越性的历史性与现实性的关照度不够。
(二)可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目前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及其优越性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为我们理解这一制

度的发展脉络、结构-功能、运行状况、经验启示及其优越性奠定了良好基础。 但从国际来看,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得各国政党制度发展进入关键期,从国内来看,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远景目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

制度的治理功能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国内

国际两个大局变化作出时代的回应与解答,以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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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们可能需要在目前研究基础上,整合这四种研究思路,在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

越性主要来源要素的基础上,整体性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 十九届四中全会

提出,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

势” [1] ,十九届五中全会在规划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远景目标时继续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28] ,这正是我们加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研究,整体性

塑造和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时代需要,以便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为世界政

党制度理论与政党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四重来源

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为什么具有优越性,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是探究这种优越性

的产生、主要表现,以及如何构建起制度优越性的话语体系来直观展现的问题。 这就需要从理论与

实践两个层面回答好这个问题,以便沿着这个逻辑进一步解释为什么需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党制度,以及更好地理解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的意涵。 在这个意义上说,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百年历程中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

度优越性的来源也就十分必要和重要了。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规律性

在探寻一种制度的优越性时往往需要从其产生与发展的历程开始。 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制

度与政府乃至国家一样,“长时间的存在”或者说已经建立很久的通常会受到公民的尊重,即在内心

认为它是“合法的和公正的” [29] ;二是一种制度的存续时间越长和发展空间越大,表明这种制度具

有内在的合理性与适应性,即能够经历历史的考验。 前一因素可以视为公民政治文化心理,后一因

素可视为制度本身的历史生命力。 这两个因素是相辅相成的,形成一种制度的历史正当性。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但根植于中国近现代以来特定的历史场域。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是弱小的,但能够在众多的政党政派中成长起来并最终领导众多的民主党

派建立新的国家政权而取得执政地位与领导地位,领导人民与各民主党派一道实现中华民族从“站

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这本身就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经历了

政治社会革命历史与国家社会建设历史的双重考验。 这种历史生命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

制度优越性坚实的历史合法性根基。
这个历史合法性的主线是中国共产党对近现代以来民族国家现代化规律的遵循。 “现代化过

程中,任何国家的政党制度,不论其如何形成,都与现代国家建设有关”,它“不简单出自民主的需

求,在很大程度上还出自现代国家建设的要求” [6]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基于中国历史发

展进程成长起来的一种政治制度,主要原因就在于它符合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需要,或者说符合近

现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伟大复兴的现代化历史规律。 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特殊历史决定

了中国的政党制度存续在一个特殊的国家场域之中,即在根深蒂固的大一统历史文化、半殖民地半

封建的社会性质、四分五裂的国家民族状态和外来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深重压迫的国际国内环境

基础上追求国强民富的现代化。 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与国家场域也就决定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特殊

性与使命感。
具体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就是,其肩负的政治使命是基于科学理论与具体国情对未来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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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性认识和判断而形成的,因而具有革命性和前瞻性的特征[30] 。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党制度的生成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现代化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追求这种历史规律

的产物。 中国早期一些政党尤其是在当时政党制度中居主导地位的政党,虽然看到了中华民族现

代化与民族复兴这个历史规律,但未能顺应这个规律并担负起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

在早期中国政党制度中脱颖而出,就在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就自觉担任历史使命、顺应历史规

律,因而不仅逐步改变了中国早期的政党制度结构与功能,而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构建起

新型政党制度,继续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人民一道建设现代化国家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历史演进的内在机理看,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民族独立复

兴和国家现代化,通过构建起现代民主政党制度来调动各方力量投入革命、建设、改革事业。 这是

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地域广阔、人口庞大、民族众多、发展程度千差万别、阶层结构复杂的国情特

点,需要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来充分反映各方利益诉求且凝聚各种力量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正确选择;而各民主党派之所以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而且成为参政党,从本质上说首

先在于对民族独立复兴和现代化的共同追求,其次在于存在的制度环境———国体与政体的社会主

义属性———决定的,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因而在这个制度中又存在三种政治建

设: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民主党派的建设、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建设。 其中,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又利

用自身建设推动了整个政党制度的调适与发展,以适应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需要,从而

获得了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拥护,成为这一制度能够不断发展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31]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科学性

一种制度能够经受历史发展检验,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前提性条件,同时历史延

续性也是制度科学性的一种反映。 而且,制度设计在历史发展中能够不断调适而显示出一种规律

性,这也是制度科学性的表现。 因而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历史规律性离不开对制度本

身的科学性的考察。 如果说历史规律性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提供历史支持的话,
那么制度的科学性则给其优越性提供理论支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科学性为其优越性

提供的理论支持力,不仅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相关法规政策的科学合理,而且在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蕴含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效融合。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过程中,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基于各个历史发展阶

段面临的不同历史任务,不断调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结构-功能,相关思想理论也在不

断与时俱进[16] 。 政党制度结构-功能及其思想理论随国家现代化而不断调适,这既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党制度历史发展规律性的一种体现,也是其科学性的一种展现,同时也符合世界政党制度

发展的普遍性规律。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种普遍性特征中蕴含的特殊性在于其形成跨

越了两个不同性质的国家政权与社会形态的大阶段,即在这个制度中的各个政党并未随着旧政权

的解体而去,而是继续在新政权中存在而且长期发展。 从其历史演进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

制度经历了民主革命时期的孕育、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确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曲折发展、改革开

放后的成熟完善等四个阶段。 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

政党关系,而且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进了宪法,同
时各民主党派在其章程里都明确提出“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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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是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 长期共存是多长? 那就是周恩来所说的“我们党

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

止” [32] 。 这都成为世界政党制度体系中的特殊现象。
作为政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另一个普遍性特征是各个政党都代表着一定数

量群体的利益,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担负着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等政治功能,追求国家的现代化及其

对政权的获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这种普遍性中又有其特殊性,即中国共产党与各民

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既不是竞争性的更不是敌对性的,也不是联合执政的,同时在意识形态体系中也

不是左、中、右等的划分,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在意识形态上是一致

性的。 这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拥有共同的社会基础,即成员均来自社

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爱国者;二是“建立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之上”,这个“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就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2]123。 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实践中具有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社会

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服务的根本功能,与强大的整合功能、独特的民主功能和有效的稳定功能

等基本功能[33] ,以及发挥统一战线和实现祖国统一的重要功能[34]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中政党关系的这种特殊结构表现出特殊性: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一

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传统政党类型的新型政党制度,是一种合作型的政党制度形式,一种在多党

合作基础上的复合形式、立体结构的关系格局,一种执政与参政有机结合、领导与合作内在统一的

政党执政参政方式,一种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民主政治实现形式[35] 。 这就与

当今世界政党制度比较普遍的政党之间的协调合作关系是应急性、临时性、非制度化的,合作的广

度、深度以及长度极为有限,随着政党力量的变化、具体利益的调整,合作对象、合作时间、合作目标

都会随之而变的特点大为不同[36] 。 而这种特殊性表现出的科学性在于:多党合作团结了各种政治

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民主协商在社会稳定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一党执政与多党参政

确保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运行的稳定发展;相互监督、政党协商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高效

化;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领导—合作”、相互监督的党际关系实现政治力量的“有机团结”,保证国

家政治生活的生机活力和持久合力[37] 。 这种科学性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结构特质

及其特有功能。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既是历史规律的产物,又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

要求,确保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稳定的两大奇迹。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合理性

制度设计的科学性最终要体现为制度运行或者制度实践的合理性,以制度合理性来支撑制度

的科学性。 一种制度无论设计得如何科学,如果缺乏合理性或者合理性不足,那么制度要么无法运

行而成为悬浮的制度,要么运行起来很难而无法持续。 因而制度的科学性需要制度运行的合理性

来表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之所以具有科学性,也在于它的结构-功能在运行中具有合理

性。 这个合理性最为集中的政治表达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三个“有效避免” [3] 。 应该说,旧式

政党制度的弊端不仅表现在中国早期的政党制度之中,也表现在今天众多国家的政党制度之中。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政治动荡与社会分裂,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两党或多党在

竞争性选举中的冲突与分裂导致的。 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为何能够有效避免这些弊

端而呈现出科学性、合理性及其历史生命力与现实活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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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设计的“社会主义”规定性,即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包含的政党的性质出发来理解所有政党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 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党制度中,由于都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一相同政治目标,同时也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这一制度环境中,因此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一样具有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这一相同属性

决定了能够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民主党派被领导与参政议政的制度格局,以及实行“长

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共生发展、民主协商的运行机制。 由于不存在两党制与

多党制下的政党竞争,因而在确保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国家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情况下又能

实现政治社会稳定。 显然,这一制度合理性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内在机制。
同时,现代国家政治绝大多数是政党政治,政党在宪法与法律的框架内成为政治生活的中心,

作为重要政治制度的政党制度又与国家其他主要制度形成紧密的互嵌关系。 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党制度具有普遍性的表现。 但其特殊性在于在宪法里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与

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地位,尤其是宪法的具体条款里明文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面领导,领导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与国防军队建

设,而各民主党派又参与其中,在多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政党制度运行的协商民主方法贯

穿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成为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方式。 这样,居于政党制度核

心地位的中国共产党能够统揽全局、协调各方,一方面确保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

度、军事制度等国家主要制度有效运行,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之间实现

有机统一;另一方面保障国家发展有坚强的领导核心,能够在制定的国家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规划

的指引下一步一步去实现,从而确保现代化建设的稳步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呈现“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结构

性特征,在执政党与参政党、政党与人民、政党与政权、政党与社会等多重结构关系中彰显出独特的

结构性活力与治理效能[38] 。 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合理性,也就直接体现为中国共产

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领导与被领导、执政与参政的和谐关系和为共同的国家现代化目标奋斗,以及

由此凸显的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社会主义属性的政治一致性、中国共产党全局利益代表性与民

主党派局部利益代表性的人民利益统一性、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现代化目标相同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等特性。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有效性

政党制度的规律性、科学性与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其有效性基础上,或者说需要借助

有效性来获得验证。 制度的有效性需要在历史的比较与现实的比较中来显现。 在国家政党政治及

其国家治理行为中执政党发挥着中枢作用,因而政党制度的有效性考察可以将其放置在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过程中进行。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通往现代化的过程中更是普遍面临着政

治发展的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贯彻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分配危机等,而这些危机往往是共

时性发生的。 “要想成为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就必须成功地解决所有这些危机”,而解决这些危机

“都需要能动型的领导” [39] 。 因而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党制度在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发挥“能动型的领导”作用对推动危机的解决和实现现代化至关重

要。 这就取决于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行为中是否具有有效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对现代化中发展危机的解决效果,除了作历史比较外,还可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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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制度治理绩效的比较中来检验它的制度有效性,从国际比较维度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

制度的“特色”到底“特”在什么地方。 从现实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政党政治正在发生深

刻变化:完成了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面临政党政治的重大危机;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重大风险

和重大危机并未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而减少或者降低,其执政党面临更严峻的挑战;而政党的主张及

其社会动员方式,以及政党领导人的言行,越来越显著地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不论是美国的

两党分歧日益加剧导致政治动荡,还是欧洲极右翼政治力量的崛起,都意味着政党变化已经深刻影

响到全球政治局势。 国际治理趋于无效化或者说趋于混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与一些国家内部

政党制度的治理失效是关联在一起的。 因而政党政治及其政党制度的发展趋势、治理效能应当引

起足够重视。
也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有效性才获得更大范围和更深刻的认

识。 在世界一些大国及其政党领导人出现“逆全球化”和推卸全球治理责任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及

其领导人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写入政党章程与国家宪法),积极倡导和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促进中国周边区域合作,加强中国与非洲、拉丁美洲合作,为全球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进步而努

力,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从国内治理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的定航导向、稳定政局、凝心聚力、民主协商、统一战线等作用,使中国长期保持经济发展、社会稳

定、民族团结,以实现共同富裕和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为使命,协调推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朝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稳定前进。
因此,从比较的视野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有效解决发展危机、稳定推进现代化

建设的同时,也有效避免了一些发达国家经济低迷时期政党极化带来的社会冲突和较多发展中国

家因政党竞争带来的社会动荡。 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良好的国家治理绩效,能够从国

际比较的视野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有效性及其优越性。 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

制度和西方国家政党制度因各自政治实践和政治文化不同而产生本质差异,但两种类型的政党制

度都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成果。 因此,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并不是否定或者贬

斥其他政党制度的优越性,每一种制度几乎都是在比较中发现各自存在的优越性。 制度优越性是

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相对性是相对于他者,绝对性是相对于自己,即适应自己国家稳定与发展

的制度也就具有优越性,而具有优越性的他者的制度只适合于他者而不会适合自己,不必照搬他者

的制度。 这样,我们需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研究和成果推广,在一种中西对

比的视角下阐释中国智慧和中国话语,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40]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来源要素的整合

一种制度能够长时间存续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它的有效性,即制度运行能够解决它所面

临的问题。 制度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既为制度的有效性奠定了前提条件与运行基础,也需要制度的

有效性来验证其科学性与合理性。 制度的有效性和其科学性、合理性之间是一种正相关的相互强

化关系。 在很大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优

越性,不仅需要理论的阐释,更需要实践的检验,即制度运行的实际效果检验。 这种效果不仅体现

在制度本身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上,而且体现在制度的治理有效性上。 同时,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

生深刻变化的新时代,仅靠优越性的某一种来源性因素说明,其说服力是不足够的,因而需要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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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性因素的整合,形成优越性的合力性解释,方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充分展现

出来,在世界政党制度体系中取得充分的话语权。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要素整合的基本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来源性因素较多,主要是其历史规律性、科学规范性、现
实合理性与治理有效性。 这分别从历史维度、制度维度、国内维度与国际维度,回答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党制度“从何而来—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问题,共同形成合力来解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党制度为什么具有优越性。 因而,在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时,其逻辑首先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与发展的历史脉络出发是合理的,能够为制度优越性提供历史的正当性说明。
其次,需要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为什么是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即解释它在国家制度结

构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它的内在结构与功能,从政党理论维度上阐释它蕴含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特

征,从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科学性。 再次,需要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为

什么是这样,即分析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政党属性及其相互关系,以及这种属性及其相互关系

对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积极效应,从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合理性。 最后,需要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放置在国际视野中比较分析其在国家治理中的制度绩效怎么样,通过比

较分析来验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有效性。 这就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

性阐释的逻辑链。
从历史逻辑来看,中国共产党成立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从产生到新时代的最新

发展,这一制度在中华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的运动轨迹显示出它的历史规律性,从中我们能够清晰地

看到这种制度的生命力与发展趋势。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历史基础。 在这一

发展历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有效避免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普遍存在的种族冲突与阶

级冲突加剧、暴力事件迭起、政变(政治反抗)频繁、政治腐败严重、行政效率和效能低下、政治权威

性严重缺乏、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政策等,以及由此产生的重大政治危机。 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解决这些危机的同时有效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而当

我们发掘它的历史规律性或者上升到这个高度时,能够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来

自历史深处的强大支撑力。
从现实逻辑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结构与功能、治理体系与治理效能,显示其在

政党政治理论上的规范性、科学性与政党政治实践上的合理性、有效性。 这一制度在领导国家建设

与改革过程中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同时维持了国家与社会的大局稳定,这在发展中国家现代

化过程中是比较成功的。 其主要原因在于居于政党制度核心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制定长远的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规划,同时能够团结与合作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并且注重政党之间的相互协商与相

互监督。 而这种协商与监督,一是在制度框架内进行,是以共同的国家与民族利益目标为追求,二
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是以民主与团结为主题,从而避免了现代政党政治中由于政党竞争

所导致的种种冲突、动乱以及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政策。 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有着极端重要意义。 因而中国国家治理效能彰显的是这一制度

的治理功能、治理效应及其治理意义。 当我们将这一制度放在国家政治制度结构与国家治理过程

中分析它时,能够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有着来自现实的强大支撑力。
因此,从整体性上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其基本逻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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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从历史向度与现实向度相结合的维度阐释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优越性是什么和

为什么能够产生,沿着制度的历史发展脉络(怎么产生的与怎么发展的)—制度的结构-功能规范

(是什么与为什么)—制度的现实治理绩效(怎么样与怎么评价)的逻辑进路来建构一个三维分析框

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为原点,从历史维度、现实维度(国内)与比较维度(国际)来分析

该制度的优越性。 这个基本逻辑所建构的三维分析框架,也就是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

三个方面来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从何而来、为何产生以及表现在何处。 这就可

以为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为什么具有优越性提供一种具有说服力与解释力的学理性支

撑。 而这种学理性解释又建基于政党政治理论与政党制度实践的相互融合。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要素整合的主要路径

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生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中,制度优越性的彰显需要其各种来源性要素的

有机整合而形成制度的解释力、说服力与竞争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这四种来

源性要素不能单独存在,因为历史的规律性需要现实的合理性来照应、制度理论的科学性需要制度

运行的有效性来验证,同时,要建构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在世界政党政治中的话语

权既需要理论性优势也需要国家治理实践性优势来共同支撑。
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这四种来源性要素与“中国” “特色”

“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四个特点是高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一是该制度生成于“中国”这个特

定的历史场景,融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华民族追求国强民富的现代化规律之中;也只有了解

中国百年来特殊的历史及其特殊的现代化目标,才会明白中国共产党领导创造的该制度为何能够

生成与发展壮大,并成为世界政党制度体系中具有独创性的政党制度。 换言之,这是中国近百年来

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之后又推动了这个规律不断实现并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二是该制度属于世界政党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既具有“政党制度”的普遍性,
也有特殊性,而其特殊性源于其特定的历史规律性。 三是该制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效融合形

成了它的科学性———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制度里的法定地位、政治功能、运行机制、行为规范

等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适应了国家现代化的要求、满足了社会稳定发展的需求。 在其中起决定

作用的是各个政党的“社会主义”属性与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目标追求。 四是该制度的“特色”
既在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独特关系方面,也在于该制度国家治理的有效性方面,而有效性

又恰恰根植于这种党际关系的独特性。
因而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来源性要素,其主要路径一是理论性整合,二是

实践性整合。 从前者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为什么具有优越性,本身需要一套理论来说

明与体现,尤其是在世界政党制度体系中获取话语权,更需要理论来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
对外传播时要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41] 。 这种“说理”,既
包括理由、道理,也包括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这四个来源性要素或者主要特

性,每一种都包含着丰富的理论,但需要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理论体系。 从后者

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一个实践性问题,即制度对现实问题的

解决效果如何,这是最具说服力的衡量标准。 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衡量中国的政党制度及其优越

性,最根本的是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效果着眼,看能否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实现人民民

主与增强国家活力、保持国家与社会稳定、实现和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等[42] 。 这个衡量标准既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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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提炼,也说明需要形成整体性的实践效果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因此,实践效果在最终意义上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但实践效果又需

要上升到理论的层面才能使人们更加清晰地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这就需要

我们基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实践效果进行理论总结。 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及其理论总

结提供了历史合法性基础。 但这毕竟是基于历史的回顾与认知,仍然需要回到现实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建设中来验证其优越性,即历史规律性需要转化为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

科学性、合理性与有效性。 简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更需要现实的实践有效性来

支持。 这就需要基于实践有效性来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规律性、科学性、合理

性与有效性等来源性要素,从而为之提供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 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

度优越性理论体系又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实践效果基础之上。

四、结语

“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

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 [43] 。 中国共

产党从成立之初就致力于建立新政权和实现民族独立,在初步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之后就致力于中

国现代化建设。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绘制现代化的蓝

图、创新现代化建设的布局、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现代化的力量、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

式[44] 。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具有更高的价值追求,即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的政党理念超越了旧式政党制度模式和理念[45] 。 崇高的价值追

求赋予该制度的结构优势、程序优势、治理优势、比较优势,从而在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上显现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适应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发展规律,推动了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合规律性的和符合中国人民要求的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新颖性与独创

性,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对世界政党制度与政党

理论的重要贡献,是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国家治理与政治发展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政党政治的新变化新挑战考验着政党的适应能力、执政能力和

国家治理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建设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建设来提高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团结各民

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与中国人民,共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防范和化解社会

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危机与风险,朝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目标稳步迈进,从而显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因此,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改变中国政党制度结构与功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

展,这百年来的历程彰显的历史规律性、政党制度结构与功能形成的科学规范性、政党的社会主义

本质属性及其运行产生的现实合理性和政党制度的国家治理绩效比较显现的治理有效性,共同塑

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这为构建具有解释力、说服力和传播力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话语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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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type
 

of
 

political
 

party
 

system 
 

the
 

socialist
 

political
 

part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system
 

crea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hinese
 

people 
 

non-Communist
 

parties
 

and
 

non-party
 

personages
 

based
 

on
 

China s
 

specific
 

national
 

conditions
 

over
 

the
 

past
 

100
 

years
 

and
 

the
 

specific
 

modernization
 

goal
 

of
 

realizing
 

national
 

great
 

rejuvenation.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the
 

formation
 

and
 

maturity
 

of
 

this
 

system 
 

the
 

historical
 

regularity
 

demonstrated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party
 

system 
 

the
 

rationality
 

of
 

the
 

party
 

system s
 

operation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arty
 

system s
 

nation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have
 

become
 

the
 

main
 

sources
 

of
 

the
 

superiority
 

of
 

the
 

socialist
 

part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changes
 

that
 

have
 

not
 

been
 

seen
 

in
 

a
 

century
 

and
 

the
 

overall
 

domestic
 

situation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country 
 

these
 

four
 

sources
 

need
 

to
 

be
 

integrated
 

in
 

the
 

two
 

dimension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o
 

jointly
 

shape
 

the
 

superiority
 

of
 

the
 

socialist
 

part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trengthen
 

the
 

explanatory
 

power
 

and
 

persuasive
 

power
 

of
 

its
 

superiority.
 

And
 

on
 

this
 

basis 
 

a
 

set
 

of
 

persuasive
 

and
 

communicable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superiority
 

of
 

the
 

socialist
 

part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n
 

be
 

constructed 
 

so
 

as
 

to
 

clarify
 

its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world
 

political
 

party
 

system
 

and
 

party
 

theory.
Key

 

words 
  

socialist
 

part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ystem
 

superiority 
 

modernization 
 

the
 

CPC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责任编辑　 彭建国)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