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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中国经验》

内容概要

中国崛起世界瞩目。中国崛起是当代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崛起意味着
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规模和速度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中国崛起探索和创造出中国现代化特色
模式，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崛起形成了在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系
统的经验，其中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经验。中国经验蕴含着中国快速发展的
奥秘，中国经验对于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各个国家具有借鉴意义。总结中国经验，对于中国进一步发展
是重要的理论支持，帮助更加自觉合理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总结中国经验，可以对外说明中国
，为中国发展营造舆论氛围，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参考借鉴。
《民主的中国经验》旨在研究和总结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历程和在现代中国政治制度建构中形成的
经验，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系统说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
的内在规律性。
《民主的中国经验》将系统研究和总结近代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发生、发展的历史环境、自然条件和社
会基础；概括和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以及特征；描述和总结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四大
基本经验；提炼和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框架；分析和探讨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
治建设的趋向和路径。概括起来说，《民主中国经验》一书旨在总结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理论成
果和实践经验，推进中国政治学说和中国民主理论的建构和发展，同时也对外介绍、说明当代中国的
政治发展。
《民主的中国经验》的读者对象，主体为党政干部、大中学校教师、社科学者、新闻媒体从业人员以
及部分高校学生等。对外以关心和研究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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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房宁，1957年6月出生，北京市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2006年加入全国
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2007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8年担任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政治学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2013年起担任监察部特约监察员。
长期从事政治学研究工作，多次参加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要调研和理论文章写作工作。2005年参加起草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2010年9月，为中共十七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
第23次集体学习讲解《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2013年4月，为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
第5次集体学习讲解《我国历史上的反腐倡廉》。
近年来主要著述有：《民主政治十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与实践的若干重大问题》，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自由威权多元——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11年出版；《民主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Page 3



《民主的中国经验》

书籍目录

绪论 从中国经验出发
第一章 历史的起点与探索
一 民主的历史起点问题
一 世界史视角：英美法近现代政治的起点
二 历史的输入：中国近现代政治的起点
二 探索救亡图存之路
一 洋务运动：政治精英的自强运动
二 戊戌变法：文化精英的变法改革
三 义和团运动：“草根”救亡运动
四 辛亥革命：民主共和的新道路
三 民主政治与社会结构改造
一 辛亥革命是有限的宪政体制革命
二 改造传统社会结构是民主建设的基础
第二章 基本国情与民主政治
一 政治制度的物质基础
一 基本国情对政治制度的制约
二 雅典：小国寡民的民主制度
三 法国：六角形国土上的二元政体
二 基本国情线：“瑷珲-腾冲线”
一 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
二 人口分布反映的自然条件
三 资源分布失衡
四 资源的跨区域调配
三 中国国情对政治制度的约束与要求
一 两河文明孕育古代政治制度
二 统一与发展：国情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要求
第三章 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主理论与实践
一 建党前后的民主理论
二 中央苏区的民主实践
三 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政治建设
四 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主政治建设
二 新中国建立后的民主政治建设
一 制定第一部《宪法》
二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和建立
三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建立
四 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三 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
一 拨乱反正，规划政治体制改革蓝图
二 80年代初的四大改革
三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形成
一 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提出与论述
二 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三 发展协商民主
四 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
五 发展基层群众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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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保障权利与集中权力的统一
一 民主政治发展的策略选择
一 实践之惑：“民主”还是“集中”
二 反思“文化大革命”：“民主”与“法制”的平衡
三 “西单墙”：体制外因素兴起
四 “戈尔巴乔夫热”：苏联改革的影响
五 “十三大”：“党政分开”和“社会协商对话制度”
二 认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规律性
一 “八九风波”的冲击
二 风波后反思：将“四项基本原则”植入“改革开放”
三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三 “保障权利”与“集中权力”的逻辑与功能
一 党与人民两面一体：“三统一”的政治语义
二 保障权利：调动社会积极性
三 集中权力：实现战略性发展
第五章 重点发展协商民主
一 中国协商民主的由来与发展
一 “三三制”与“旧政协”
二 新政协开启协商民主实践
三 “反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曲折
四 新时期协商民主的新发展与制度化
二 中国协商民主的价值、形态与特色
一 协商民主的当代价值
二 协商民主的主要形态
三 协商民主的主要特色
三 中国协商民主的文化基础
一 统一战线是协商民主的直接来源
二 协商民主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
三 协商民主融入市场经济元素
四 国际视野中的协商民主
一 协商民主在西方
二 中西协商民主的异同
第六章 循序渐进发展人民权利
一 渐进权利观的理论合理性
一 权利是历史的而非天赋的
二 权利来自社会而非个人
三 权利是现实的而非理想的
二 渐进权利观的实践合理性
一 权利的非线性发展
二 欧美国家政治发展史的经验
三 后发国家盲目民主化的教训
三 坚持走渐进式权利发展之路
一 把握权利意识的两面性
二 坚持科学的权利发展观
三 逐步实现和扩大人民权利
第七章 问题推动与试点推进
一 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法论问题
一 “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
二 政治问题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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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顶层设计”的前提与条件
二 问题推动的路径选择
一 现象大于本质：从治标入手
二 积小胜为大胜：降低改革成本
三 试点推进的程序原则
一 认识论：寻求主客观统一
二 试错法：分散改革风险
三 公推直选：改革试点案例分析
第八章 民主经验的国际比较
一 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分析与比较
一 近现代西方民主的四个时间概念
二 竞争性选举是现代西方民主的重要形式
三 竞争性选举的三种局限性
四 西方竞争性选举对中国的启示
二 亚洲政治发展参照
一 亚洲国家政治发展的规律性现象
二 东亚模式的体制功能
三 苏联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
一 苏联的民主政治理论与实践
二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联解体
三 苏联改革的失误与教训
第九章 中国民主建设的策略与展望
一 推动中国民主建设的制度供给因素
一 权力制约的需要
二 提高执政能力的需要
三 反腐倡廉的需要
二 推进民主建设的三项基本策略
一 分层次扩大有序政治参与
二 扩展协商民主范围，提高协商民主质量
三 建立权力制衡体系，发展民主监督
三 中国民主发展展望
一 中国政治体制的结构性稳定问题
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风险问题
三 中国选举民主的未来
结语 提炼中国的民主话语
一 民主三要素论
二 历史定义论
三 民主主题论
四 民主阶段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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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什么意思？没有人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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