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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协商院”：“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一个必然举措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 黄建钢

创新设想、设立和建立“协商民主”一个细化和具体化的载体

——“协商院”机构有些类似于“法院”。在“协商院”里头，要有

多个“协商主体”——主持人+协商员（团队）+需要协商人（两方以

上）合作合力解决实际问题。需要协商的人在碰到矛盾、冲突、问题

的时候要在“协商院”里头，在主持人主持下，在协商员（团队）的

参与下进行问题协商，进而解决问题。

一、“协商院”是“社会政治力”“第四个力”的具体体现

这需要赋予“协商民主”应该具有的法律地位。要确定“协商”

本来也是一种权力。“协商”可以产生政权。没有权力，解决不了矛

盾、问题和冲突。社会应该形成四种权力维度、结构和机构——第一

领导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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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党的领导力”，第二是“法律授权力”，第三是“政府执行力”，

第四是“政协协商力”。应该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作法律授权

力机关——其他权力都需要法律程序审核认定和法律条文的规定确

定。这四种权力都是国家权力，这是一种政治设计，崭新的社会主义

权力结构设计。在这方面，法律必须服从政治。但政治不是行政。政

治是价值观及其在构想中的体现，法律是对政治构想的认定和设计。

二、“第四个力——协商力”是人类“社会政治力”发展必然

这里的“政治”是一个价值和理念。不仅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是最高权力机构”——现在来看，这可能是一个误区或陷阱。原因是，

不清楚人类社会“权力”发展的一般趋势——权力的形态还在不断发

展之中：最早是“一权”。“一权论”就是“点权论”，很古老的权

力形态。但自从进入近代之后，权力结构已经发生变化。西方政治体

制的“三权”即“平面权力结构”由“民主力”和“君主力”交锋形

成“锋面”而成。其中的“两权”是“线权”，“一权”是“点权”，

“三权”是“面权”——近代就是“三权”。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结构

就是“三权分立”。这种“面权”是对“线权”“点权”的发展，但

还不是“权力”终结。“权力”发展到现代应该是“四权”的“立体

权”。但到底有几个权力结构？这还需要法律认定。

三、从国家治理方式看，“协商院”具有治理“现代化”特性

在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当中，各个权力既各自运行又相互牵制制

约。在这方面，可以以美国《宪法》为例。美国现在的“社会治理权

力结构”都是由美国《宪法》确认的。现在国会的参议员、众议员都

是与总统一样的，与最高法官是一样的——这就是“三权”。所以不

能说，美国的最高权力是国会。最高权力应该是法律。国会只是通过

法律的机构。美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有三个。我们现在也是的

——权力结构、机构都要经过法律认定。这个认定的法律就需要由人

民代表大会通过。

四、“协商院”是法律授权“协商民主”的一个具体运行载体

这就是我们现在之所以要把“协商院”构建起来的理由。“协商



院”是“协商民主”的一种具体运行方式和载体。“协商院”由政协

领导。里面院长必须是“政协委员”。不同层级的“协商院”由不同

层级的“政协委员”负责。“协商院”可以由若干个“政协委员”负

责。“协商院”需形成协商规则。规则真的是来做“协商”业务的。

比如说，对于“主持人”和“协商人”的界定：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

担任这些工作？这些岗位需要什么样的人格、资格、品格和能格？

五、“协商院”解决的都是“合法”前提下的矛盾问题

“协商院”要解决的矛盾、问题、冲突应该都不是法律问题。需

要协商的双方都不是违法的。如果是违法的，就应该到“法院”去处

理。在社会平时态中，“法律”只是一个“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

概念。法律在其中非常宏大。中间的空间很大，甚至在日常生活当中

根本就感觉和觉察不到“法律”的存在和作用。多数事情都是在法律

的范围框架之内运行和运作的。但是，你符合了法律，对方也符合了

法律，也会发生问题、矛盾和冲突，有时候甚至冲突得还更加厉害。

社会矛盾一般是在你也有理我也有理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且，社会越

大，制定的法律也会越粗犷和空旷，产生的矛盾也就会越多。这就要

在“协商民主”制度下在“协商院”里来解决。

六、“协商院”是在政协领导下政协委员主持参加下开展工作

一定要发挥好“政协委员”在“协商院”的作用。在“政协委员”

里可以分成三拨：一拨是“协商院协商委员”——专门在做“协商民

主”事情。第二拨是“参政议政委员”，第三拨是“民主监督委员”。

在这三方面，“政协委员”的能力是不同的。“议政能力”主要是“表

达能力”——不仅要敢于表达，而且表达的意见要具有代表性，要做

到精准和有力。“参政能力”在于“第三方介入行政工作的能力”。

“民主监督”的“监督力”在于眼力要非常好——要能一叶知秋、洞

察秋毫，要能看到表面风光里面却已病入膏肓的现象。

七、“协商院”需要从“政协委员”中分设“协商委员”

在“政协委员”里要专设“协商委员”。它不是现在的“政协委

员”。现在的“政协委员”基本是荣誉性和待遇性的。“协商委员”



都是能力性的，要具有“协商能力”。“协商能力”往往能在多个主

体的矛盾冲突当中迅速和精准地找到共同点和突破点进行沟通和协

商。他前面需要调查、了解情况和需要研究，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关键是，“协商院”的协商结果一定要有法律效应——结果如果不违

法，当事方当事人应该毫无保留地接受。如果不接受，就是违法。

八、“协商院”的设立、“政协委员”职能的转变都需法律认定

在这里面，它可以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审议——协商的结果到底有

没有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如果没有违法，“协商委员”就可以在其

中自主裁决。不同的“协商委员”可以裁决不同的解决问题、矛盾和

冲突的方案和结果。

九、“协商院”的考核——优秀或淘汰都由民众自主选择决定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没有绝对的对错，但在人们心目当中有一

个概念：哪一个“协商院”里的“协商委员”更具有公正性和更具有

可以把矛盾摆平的“协商”能力？久而久之，在一个地区，哪一个“协

商院”最具有公平性和公正性，就会一目了然和自有说法。人们在发

生问题、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就会愿意到这个“协商院”去解决。

十、“协商院”还可以进一步细化分类、分级、分度、分区

“协商院”的“协商”内容应该有所区别。不同的“协商院”应

该有它协商方向和方面的特长。比如，有的适合做“经济事务”的协

商，有的适合做“家庭事务”的协商，还有适合做“社会事务”的协

商，也还有适合做“公共事务”的协商。这还可以进一步细化和深化。

通过协商之后，就可以分类，然后“协商院”就可以慢慢地特色和成

熟起来。这就像现在“法院”里有“民庭”“刑庭”“经济庭”“执

行庭”等等一样。“协商院”里也可以做类似的分工。这个分工一定

要有“协商民主”的特性、特质、特征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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