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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研究必需突破两个现实不足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 黄建钢

“协商民主”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是一个还需要不断深入、拓

展和创新的课题。不仅对中国是一个新课题，而且对西方也是一个新

课题；不仅对社会主义是一个新课题，而且对资本主义也是一个新课

题。但现在对这个新课题的研究进展不大、深度不足，特别是落实更

加不够。这致使最好的理念也还只是一个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

及。这主要是对“协商民主”的研究还有两个现实的不足。

一、对什么是“协商民主”，普遍没有深究其内涵和特点，也没

有把它搞清搞透

1、从《政协章程》看，“协商”工作并不是政协的全部工作

政协《章程》第三条表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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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方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协

第一职能是“政治协商”，第二职能是“民主监督”，第三职能是“参

政议政”。其中第一职能“政治协商”才算“协商工作”，但“协商

工作”不仅是“政治协商”。“协商民主”是对“协商工作”的制度

化和系统化建设。

2、“协商民主”在实际思维和工作中有大概念和小概念之别

“协商民主”应有两个层面的概念范畴：一个是“协商民主”的

大概念，一个是“协商民主”的小概念。大概念是可以等同于政协的

全部职能，是包含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三大职能的。但

大概念的核心是“协商民主”的小概念。“协商民主”里面的核心概

念就是“政治协商”。在这个方面，不能把“参政议政”和“民主监

督”当作“协商民主”的核心工作。因为没有了“政治协商”的核心

概念，“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是不具有“协商民主”特点的。

3、“协商民主”主要还是对中国政治未来发展的一个积极构想

这里有一个怎么理解习总书记“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

独特优势”论断的问题。这个论断与其说是对过去政协工作的总结，

对于“协商民主”工作的总结，不如说是对于政协和“协商民主”未

来或下一步工作的一个展望，或者是一个定位，或者是一个构想和构

建。这是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思想的基本意思。所以，在这个方

面应该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4、“协商民主”是对我党我国“协商工作”的系统化发展

“协商民主”是要着实地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就是在行政

工作和社会生活当中出现了比如说政府和社会、政府和民众之间发生

了矛盾和冲突，或者社会与社会、组织与组织、组织与个体之间发生

了矛盾和冲突，或者是在个人与个人——民众与民众之间发生了矛盾

和冲突，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的方案和方法的问题。区别在于，我们

要用“协商”的方式方法来解决。这就是狭义的核心“协商民主”概

念。而“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虽然与“协商民主”关系密切，

但它们本身不属于狭义的“协商”工作，只是“协商民主”里的辅助



性的、外围的和氛围的工作。其实，“协商”工作发展至今分为两个

阶段：第一阶段是“民主协商”，第二阶段才是“协商民主”。“民

主协商”是一个方式方法问题，“协商民主”是一个政治制度的体制

机制问题。“协商民主”可以包含“民主协商”，但“民主协商”与

“协商民主”还有很大的距离，只是“协商民主”的早期雏形。

二、对“协商民主”“协商力”中“协力”具有什么特点，普遍

缺乏基本了解和理解

这是因为对“协力”——“协商力”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态”

没有深入的思考。什么是“协力”呢？可以这么理解。

1、“协力”是一个多维主体之力

这是从繁体字“协商”的“协”——“協”字右半部有一个“三

个力”的结构组合感悟到的。“三”字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属于“小

多数”，“六”是“中多数”，“九”是“大多数”。“三力之和”

——“三力”同时用力和发力，这就是“多维主体”在用力和发力。

其实“协力”又是“三力之和”后的第四力。这是在“三力之和”基

础上形成的一个“新力”。这就是“协商力”。所以，政协一旦赋予

了“专门协商机构”性质，它就应该迅速成为社会中的第四种国家治

理权力。这是一种体现三个国家治理权力的既是第四力又是综合力。

2、“协力”是一个横向平衡之力

这是一种横向的力，甚至还是一个“斜力”——“社会”只有在

超越了每个个体的基础上才能成立。“协力”把社会的各个要素联系、

构建和建设起来了。从“社会政治力”的角度看，“协商民主力”不

是简单地等同于“民主力”。它其实是对“民主力”的细化、深化和

包容化。这里所谓的“民主力”实际上是“民主”早期的形式之力。

“民主力”的早期形式是“选举民主力”。

3、“协力”是对“社会政治力”的发展

现在看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到底是不是“民主社会”和“民主国

家”，主要还是看它有没有“选举民主”，或者看“选举民主”的程

度有多少和有多深。其实这已经落后。但它在历史上的作用不可抹杀。



从先后顺序看，“民主力”产生于“君主力”。要看到，“民主

力”前面是“君主力”这个历史现象——人类之所以能从“原始社会”

走出来并进入到“私有制社会”，就是因为产生了“社会力”。第一

个“社会力”就是“君主力”。它的基本形态是一种由上而下、从上

往下发力和作用的力。这就是君主对社会掌控的力。但这两种“社会

政治力”的力度是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它们的发展会是破浪式的。

从对立对抗看，“民主力”“君主力”共成“锋面力”。人类发

展进入到了近代，又产生了第二种“社会力”——“民主力”。这个

“民主力”是一种由下往上之力。这个力有前期的形态是奴隶和农民

的起义和造反的力。这个“民主力”是针对“君主力”而产生的。由

此就会产生一种二力对应、对立和对抗的综合力、制度力和持续力。

如果一个社会当中没有“君主力”的话，也就没有了“民主力”的源

泉。所以，“民主力”对应的是“君主力”。它们两个如果势均力敌

的时候，就会在一个立体社会当中的中间部位形成交锋，就会形成如

气象学上的“锋面”状态现象，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变化、发展和进步。

从“社会政治力”态看，“协商力”使社会“立体化”。现在的

“协商力”归在“协商民主力”范畴里，但实际上它是“社会政治力”

里的第四种力，也是“社会政治力”的现代形态。这个力是一种“衡

力”——平行平等的横向力，也是一种平衡的力。从这个角度来看，

人类社会刚开始只是一个“直线力——线性社会”。这个“直线力

——线性社会”开始是由“君主力”形成的，然后再由“民主力”向

上常态化后完善的，由此再形成了“三权力——平面社会”。但是，

自从有了“衡力”之后，社会实际上就转变为了一个“立体社会”。

其中，“协商民主力”的特性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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