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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七大报告鲜明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从过去

的“积极稳妥推进”到“深化”，中共十七大报告的这一论

述引起海内外普遍关注。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将如何深化？新

华社记者为此采访了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比较政治与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俞可平和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等权威专家。 中国

民主政治：将遵循增量民主之路 “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件‘

应当’的事，而是一件‘必须’做的事。”因发表《民主是

个好东西》一文而格外为海内外关注的俞可平说。 俞可平认

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将与经济发展一样，遵循增量改革或增

量民主的道路，不可能发生整体的突变性改革，但是某些领

域将不时会有一些突破性的发展。 他认为，中共十七大报告

在论述政治体制改革时不仅重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

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而且直接将这一部分的标题

定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且继中共十六

大将党内民主视为“党的生命”之后，将人民民主视为“社

会主义的生命”，“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重视

和推进民主政治的决心。” 改革开放29年来，中国政治体制

改革走过了一条渐进式的道路。“改革进程是一个先易后难

、先外围后中心、先微观后宏观的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不

可逆的进程。”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的主要

执笔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说。 人民民主将进一步扩

大 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成路径 “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



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这一“建议

”格外引人注目。 事实上，正在举行的乡、县、市三级人大

代表换届选举工作中，西藏拉萨、日喀则等地方的农村和城

镇的选民们已经开始按照同等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专家认为

，伴随着这一建议的逐步实行，必将消除选举中的城乡差异

，进一步扩大广大农民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扩大他们在国

家权力机关中的发言权。 中共十七大报告不仅将保证人民当

家做主作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并且提出“人民当家

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 俞可平说，中共

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发展民主的现实道路，人民民主是最终目

标，党内民主是推进人民民主的途径和条件。 增加人民“表

达权”的内容；“公民意识”一词首次出现在党代会的报告

中；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选择一些县(市、区)试

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在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保证

人民当家做主方面，中共十七大报告作出了很多新的部署，

让人充满期待。 发展基层民主：加快建立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以前，村里大事小事都是领导说了算，是‘替民做主’。

现在村务公开，村里大事都由村民大会定，真正实现了‘让

民做主’。”对村里民主管理的变化，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

郝庄村村民董有金感触很深。 这是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

具体体现。目前，全国九成以上的村实行了村务公开，基层

民主在实践中得到切实发展。 俞可平说，中共十七大报告首

次明确地将基层民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

工程”，并且要“重点推进”，再次表明基层民主是中国民

主政治建设的重点领域。 专家认为，中共十七大报告首次把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范畴，意义



重大。这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

和发展的生动体现。 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推进厂务公开

，完善政务公开、村务公开⋯⋯中共十七大报告关于发展基

层民主的具体安排可圈可点。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将进一步全

面落实 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44次集体学

习，第一次集体学习的内容是宪法。“这是一个强烈和清晰

的信号，表明了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

高度重视。”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黄苇町说。 依法治国是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中共十七大报告对此作出了部

署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推进依法行政；深化司法体制

改革；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等等。 现行法律体系还不完

备、对司法的人为干预较为严重、公民的法治意识比较淡薄

⋯⋯俞可平在指出中国目前立法司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后说，

中共十七大报告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论述了立法

司法体制的改革，“只有深化立法司法体制的改革，树立宪

法和法律的至高权威，完善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推进立法

司法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才能有效解决上述问题。” 现行司

法体制中存在等级化、行政化、商业化和地方化等问题。周

天勇认为，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关键是

要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

察权；要采取“第三方立法”等方式防止利益相关部门通过

立法获取不当利益；在法律的实施细则方面要注意加强监督

。 从管制走向服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步伐将加快 中共十七

大报告明确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

要内容加以论述，指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

要环节”，并确立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 “要抓



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

一的大部门体制”周天勇对中共十七大报告中的这两个具体

提法感到振奋，“政府部门应逐步向大部制、宽职能、少机

构的方向发展，减少行政层次，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

政出多门等问题。” “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总趋势是，逐渐

从管制走向服务，从人治走向法治，从集权走向分权。”俞

可平认为。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将进一步

完善 中共十七报告提出，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

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这段话大体勾画出了中国特色权力

制约体制的轮廓。”俞可平说，一切权力都必须受到有效制

约，否则必然导致专断和腐败。 中共十七大报告鲜明提出“

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俞可平认

为：“这是集中民智、倾听民声的结果，充分表现出中国共

产党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

，更加注重制度建设。” 中共十七大报告多处地方提出了提

高透明度的要求。注意到报告这一特点的俞可平说，只有让

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避免暗箱操作，让官员在众目睽睽

下办事，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才能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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