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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是一种国家权力

黄建钢

自十八大首次在全国党代会报告上提出“协商民主”以来，特别

是自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 9月 21 日发表《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来，关于“协商民主”的理论研

究和实践探索蓬勃发展、方兴未艾。如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重要思想和“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的论断应该是这方面研究的重中之重。

研究的核心是，“协商民主”是一种权力吗？它有权力效果效应吗？

一、“协商民主”是“现代民主”的特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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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十九大报告“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

式和独特优势”深入理解的一种尝试。这与近代以来国家权力产生于

“民主”密切相关。资本主义国家权力产生于“选举民主”。社会主

义国家权力应该产生于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权力是与资本主义国家

权力一样的权力，还是一种与资本主义国家权力不同的特有的权力形

式？如果是“特有形式”，但产生的方式又没有特别之处，它的形式

还有“特有”性质吗？这是“协商民主”对社会主义国家权力来说的

特别功能和功效。同时，由于资本主义是人类近代社会的社会形态，

那么社会主义就是人类现代社会的社会形态。近代的国家权力产生于

“选举民主”，现代的国家权力就产生于“协商民主”。

二、新中国国家权力“初心”产生于“协商民主”

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事实。虽然后来确认“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第一届“全国政协”产生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就具有合法性，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

由此看，“协商民主”不仅是一种横向类别性“民主”，也是一种纵

向发展性“民主”。“民主”是近代以来国家权力形成和产生的一种

方式方法和体制机制的制度。国家的形成标志着权力经过酝酿后的形

成和成熟。权力的运行反过来又发展了国家，也发展了人类。权力至

今走过了“长主制”——家长族长酋长做主的制度、“君主制”和“民

主制”三个阶段。在“民主制”中又有“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

两大历程。其中，“民主”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社会权力体系即国家治

理结构已在发生变化。有无权力杠杆是区别“人类社会”与“动物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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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标准。“民主”又是对“权力”的分解、限定和监督。近代以

来，“民主”决定“权力”。有什么样民主，就有什么样权力。不同

的国家权力又将产生于不同的民主方式。“人民国家”不同于“阶级

或者阶层国家”，不能产生于“选举”——选举容易导致社会分裂，

只能产生于“协商”及其民主的制度。否定“政协”的国家权力机关

性质就会否定新中国的合法性。

三、国家权力进入现代后呈现“立体整体状态”

再次重视“协商民主”是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相关的。与“近代化”是一个平面概念不同，“现代化”就具有一种

立体特性。这个“第五个现代化”实际是对“国家权力”结构的重构。

“国家治理能力”又是一种“国家权力”的集中体现。现在，“权力

立体化态”趋势已经显现。“立体权”就是对国家权力的重新分析、

架构和组装。国家权力的“立体化态”是由时代和社会发展需求形成

的。现在，很多治理上的问题都是由国家“权力”结构的滞后性——

社会都已立体化了，但治理社会的国家权力结构和方式还是“点权论”

或“线权论”或“面权论”造成的。中国国家权力实际上已经“四权

—立体化态”了——如“党的领导”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和近代国家所

没有的。但我们对“权力论”的研究和表述至今既不够创新，也不够

完善，更不够精准。中国国家权力的“立体化态”主要由四种权力要

素和维度及其平面构成一个立体三角形态——其中每个平面都是一

个等边三角形。只有当“治理力”最终成为一种“平面—全面—整体

力”的时候，才会产生最大的社会力。在平面等边三角形中，三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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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三个权力要素都是平等和均等的。但每个平面三角形的正上方或

者正后方又都有一个统筹力和协调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

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的深刻内涵。凡是“核心”的都是立体的，凡是

“中心”的都是平面的。在立体等边三角形中，“共产党”“人大”

“政府”和“政协”分别是四个角。在日常运行中，“人大”“政府”

“政协”形成一个平面在前推动社会前进，而“党的领导”是推动这

个平面用力的后面那个力，或是领导这个平面协调的上面那个力。

四、研究“协商民主”要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构建结合

研究“协商民主”既要立足于“人民政协”工作，又要跳出政协

进入“国家治理体系”层面。它既需要构建“现代国家权力结构”—

—这是以“国家”为主体的治理结构体系，由立体的“四权论”——

党的领导权、人大立法权、政府行政权和政协协商权构成，并赋予和

确立人民政协在其中的国家权力机关地位；又需要抓紧研究和探索

“协商民主”的理念、机制、程序、制度、规则和方式方法，并要尽

快获得法律授权。这在“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下尤为必要和重要。

还需要尽快构建和完善政协的“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

的结构、职能和功能。更需要尽快培训和提升政协委员和“专门协商

人员”履职“协商民主”的能力。“能力”又是“权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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