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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比西方民主更
具有协商性”

美国去年年底举行所谓“民主峰
会”时，俄罗斯学者、伊兹博尔斯克俱
乐部“俄罗斯梦和中国梦”分析中心主
任尤里·塔夫罗夫斯基
曾撰写文章说，中国
的民主就和汉字一
样不同寻常。他写
道：中国人称他们
的 政 治 制 度 为

“全过程人民民

主”，它牢牢建立
在地方传统和现
实基础之上。在
中国的政治版图
上，它看起来就
像一座美丽的宝塔那
样和谐，西方想用一
座摇摇欲坠、破败不
堪的“民主大楼”来挑战中国式民主是
不明智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

两会期间，塔夫罗夫斯基在接受
《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在全
过程人民民主的道路上已迈出重要一
步，中国共产党近年来的决策将确保中
国在2049年之前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
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全过程人民民主实
质上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道路。

意大利国际世界集团总裁、社会活
动家和经济学家、法兰西学会学术院院
士姜·埃·瓦洛里在接受《环球时报》记
者采访时说，中国民主深深植根于中国
大地，因此具有自身的生命力。具体而
言，中国民主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广泛
性和真实性。中国民主与中国人民选择
的社会主义道路相联系，而不是别人强
加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百
年来广大人民群众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压
迫和奴役，摆脱了所谓“自由世界”的
剥削者。二是参与性。中国民主制度和
民主实践的立足点与目标是引导和确保
最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各级经济、文
化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民主不仅表现在
人民选择自己的代表，更重要的是，它
赋予了人民直接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
务的权利。三是渐进式目标。历史和事
实都告诉我们，每一个民主都是建立在
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之上的，
都必须经过一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过
程。

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中国问
题专家马丁·雅克直言，西式民主存在

“选举独裁”，一切都是围绕选举和在选
举中获得回报。他在接受 《环球时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选举民主不会使人民
和政府建立密切的关系，因为它只有在
进行选举时才要求人民参与。而中国式
民主的做法非常不同，协商在中国式民
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马丁·雅克说，西方常用“橡皮图
章”这一说法来描述中国的全国人大，
这实际上是对其先进意义进行非常拙劣
的曲解。他的理解是，因为全国人大代
表不仅来自各行各业，还是各领域的专
家，由知识渊博的各界代表组成，这些
人长期参与国家民生政策的建议和起草
工作。因此，中国民主的运作方式是协

商民主，一群拥有专业知识体系
的人在与政府的沟通中不断互
动，而不是一群“对什么事情都
不太了解的政客”。这点非常重
要，因为这表明，当中国出台任
何法律、改革举措或者政策的时
候，他们已经过深思熟虑，不是
因为公众舆论的某种变化而突然
决定的，而是基于非常严肃的研
究和讨论。他认为，这种方式更
加谨慎，比西方民主更具有协商
性。

为全球民主发展道路
提供“中国经验”

美国独立记者、《社会主义中
国之友》 联合编辑、“拒绝冷战”
全球倡议的发起人之一丹尼·海防
认为，两会让全世界看到中国全
过程人民民主的勃勃生机。他在
接受 《环球时报》 记者专访时表
示，中国是目前唯一能制定符合
人民利益、使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的发展计划的世界大国。通过民
主协商和参与，中国的两会机制
能为实现具体发展目标指明道
路。

丹尼·海防认为，全过程人民
民主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治理体系，包括将中国特殊国情
考虑在内的协商和基层动员制
度。如村一级实行直选，相应的
上级代表由下层治理系统根据为
人民服务的表现选举产生。

瓦洛里同样强调说，今天的
中国充满活力，跻身世界强国行
列，这说明中国的民主制度是好
的，是有活力的。他同时表示：

“显然，不可否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
设仍处于发展阶段，还存在许多不完善
和不足之处。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实践
中不断探索，逐步克服和完善。西方一
些国家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西方民
主制度的想法是绝对荒谬的，也是出于
恶意的。”

美国中美研究中心 （ICAS） 高级研

究员索拉布·古普塔告诉《环球时报》记
者，在西方，对中国民主制度的刻板印
象根深蒂固，没有人试图解释中国治理
体系的复杂性，这样做一定程度上是为
了加剧中国和西方政治制度之间的分
歧，并且强化一点——即只有看起来像
西方的政治制度才是能够成功的政治制
度。古普塔说，美国实行的民主因为政

治话语中缺乏公民性已在一定程
度上给自己带来耻辱。

塔夫罗夫斯基认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发展，被美国
视为是对以“民主”“人权”等
概念为基础的“美国特色资本主
义”的致命威胁。他们根本不
理 解 “ 中 国 特 色 ” 一 词 的 含
义。他还表示，在美国和其他
一些国家复制中国模式是不可
能的，因为这些国家有不同的

文明、历史，而中国很清楚这一点，
因此强调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各国
走符合自己国情的民主发展道路提供
了“中国经验”。

丹尼·海防说，中国全过程人民
民主在几个方面与西式民主不同。其
中最大的不同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是
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确定
的目标和规划而构建的，而西式民主
是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利益而构建的。
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衡量民主
制度成功与否的一个主要标准是代表
和治理结构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丹尼·海防认
为，西式民主则把选举本身视为最高
成就，这一制度是否服务于广大人民
群众的需求这一问题通常被忽视，完
全为用来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强
大的西方利益集团在投票之前就已设
定了政策议程。

说“中国不民主”就是一
些西方政客的陈词滥调

多次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
的瓦洛里表示，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的
民主性存在误解，这也成为西方一些
势力和一些政客抹黑中国的陈词滥
调。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内部一直
用辩证的方法制定政策路线，体现
出党内“参与式民主”。

丹尼·海防还对比说：“中国全国
人大代表来自各行各业，而美国立法
者通常首先由富有的精英选出，其次
才是由人民通过选举产生。美国国会
的大多数议员都是百万富翁，他们通
过满足垄断公司和私人金融机构的利
益来积累财富。例如，众议院议长南
希·佩洛西在 30多年的国会职业生涯
中获得 1亿美元的净资产。美国议员
及其工作人员经常从政府职位转移到
捐赠者和说客们的公司董事会。民主
党参议员乔·曼钦的几名前助手目前
为能源游说团体工作，这些游说团体
在阻止增加基础设施和可再生能源开
发投资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丹尼·海防告诉 《环球时报》 记
者，现在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习惯于
从“民主”和“专制”的棱镜来看世
界，表明了一种新的冷战思维。美国

人和西方公民被教导将自己的问题归咎
于外国“对手”。当西方所谓的“民主国
家”追求狭隘的自身利益、分裂世界，
而不是合作共赢时，战争、气候变化和
贫困等对人类的重大威胁变得越来越难
以应对。这就是西方式“民主”的真正
特征：没完没了的军国主义和有利于一
小撮富人的国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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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从中国两会读懂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的重要话题之一。在刚刚结
束的两会期间，《环球时报》记者采访了多国学者、企业家、媒体人，在他们看来，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具有中
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符合中国的国情。这些国际人士在对比中国式民主与西方式民主的不同之处后，

还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民主制度存在的虚伪本质进行了深刻揭批。
受访国际人士为：图① 意大利国际世界集团总裁、社会活动家和经

济学家、法兰西学会学术院院士姜·埃·瓦洛里；图② 俄罗斯学者、伊兹博
尔斯克俱乐部“俄罗斯梦和中国梦”分析中心主任尤里·塔夫罗夫斯基；
图③ 美国中美研究中心（ICAS）高级研究员索拉布·古普塔；图④ 英国
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马丁·雅克；图⑤ 美国独立记者、

《社会主义中国之友》联合编辑、“拒绝冷战”全球倡议的发起人之一丹
尼·海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