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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2 月 23—25 日，由中国政治学会、《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和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

研究所共同主办的“政治制度与政治体制比较”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召开，近 50 位政治学界的专

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不仅探讨了比较政治的传统主题，如国家、政党、政府，

而且还讨论了一些新兴的政治现象，如网络民主、社会风险、政治传播等。一些学者对中国政治

问题的研究，如服务型政府、党内民主、干部选任等，也运用了比较政治的视角，进行了研讨。
一、比较政治的主题与方法。我国比较政治领域的研究尽管时间较短但发展迅速，不仅大量

引入西方比较政治的经典理论，而且还进行了深入的国别研究和地区研究。有学者提出，政治制

度和政治体制一直都是比较政治学的两大主题，它们具有阶级性、权威性和强制性，以其特有的

结构和功能规制着人类行为、协调着政治关系，整合政治力量和引领政治生活。同时它们又是一

个历史范畴，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不同的本质特征和活动方式。但二者之间也具

有一定的差异性，政治制度建立在特定的社会结构和国情的基础上，社会结构和特定国情决定了

政治制度的排他性和唯一性，决定其不可能简单地移植和复制; 而政治体制制约因素的多元性、
灵活性和动态性决定了可以对其进行批判地吸收和借鉴。

我国比较政治的学科发展需关注理论导入与甄别吸收的方法论问题。由于比较政治学的研

究中心在欧美学界，而现有理论也主要基于西方政治现实和学术传统，难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

色彩。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如政治现代化，政党现代化、现代国

家、现代政党、社会转型、政治转型、政党转型，政治思维转型等都存在模糊和混乱现象。因此，在

大胆吸收和借鉴西方比较政治学现有理论的同时，更需警惕照抄照搬的现象。应当坚持从历史

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兼顾工具性理性和价值理性，关注比较的可比性与不可比性。
二、国家与政府比较。国家类型的比较与分类是比较政治学的传统主题。有学者梳理了西

方学界的两种国家分类形式，一是按照西方民主的价值标准分为民主国家、新兴民主国家和威权

主义统治国家; 二是按照经济指标划分为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 发达国家) 。
这两种分类都带有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倾向，国家类型区分既应关注一国的政治结构及其运行

规则的差异，还需要关注社会形态、文化传统、经济背景、对外政策等变量因素。
政府是国家的外部表现形态，政府改革是推动国家治理优化的渠道。有学者回顾了西方服

务型政府建设的基本经验，如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吸收包括公民、社会、市场等多元化主体，采取

多样化的建设工具，以及实行必要的政府管制等。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具体

路径。从西方经验的启示意义来看，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不仅要注重分权，还需重构政府间的协

同机制; 不仅要突出政府的预算监督，还需要关注政府决策的事前评估; 不仅注重府际关系的调

整，还需关注管制质量的提升。
还有学者对日本政府公务员退职制度进行了个案研究。这一制度的基本内容是日本公务员

在 55 岁左右离职进入特殊法人或有关民间企业。该学者认为，这一做法不仅有助于减少高级职

位的人事停滞现象，保证公务员队伍的年轻化; 还会提升退出公务员的薪资水平，提高高级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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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士气; 此外还有利于加强政府同企业、法人团体的沟通，提高行政效率。这一做法对于我国

的干部管理改革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政党政治比较。政党是现代政治生活运转的引擎，也是比较政治研究的焦点之一。有学者

围绕“国外长期执政政党的制度建设”进行了文献回顾和理论重构。他提出，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

来，世界出现三波长期执政政党衰落的浪潮，即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等国共产

党，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墨西哥、印度等国独大型政党，以及 2010 年以来突尼斯、埃及、也门等伊斯

兰国家宗教党的衰落。关于上述现象的研究大体分为内因论、外因论、结构论和精英论。然而这些

成果存在解释上的缺憾，未能回答为什么面临相似挑战的执政党，有些继续成功执政而有些却衰落

下去。因此，他提出执政党的制度化能力和制度适应性两个分析维度，重新解释执政党兴衰的制度

根源。政党制度化是指执政党自身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决策制度、监督制度、民主制度的建设情

况; 而制度适应性是指执政党在面对党情、国情、世情变化条件下的自身调适和应变能力。
此外，现代民主政治的运行离不开政党，甚至可以说民主政治就是政党的游戏。有学者探讨

了政党与民主的关系问题，认为政治民主的有序发展与执政党主导民主进程的能力有着直接关

联，这反过来要求执政党党内民主要先于国家民主的发展。这一理论逻辑对于当前我国党内民

主与国家民主的关系具有重要的解释意义。然而，也有学者认为，不能笼统地看待这一问题，执

政党推动民主化存在策略分层化的问题。从苏联共产党下台的原因来看，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

苏联共产党进行了党政分开、干部差额选举等民主改革，这一改革不仅在基层试点也在高层推

行，结果却导致政治动乱、政党分裂以及执政地位的丧失。
四、地方自治比较。地方政府、地方自治与基层民主也是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领域。有研究

者比较了中国村( 居) 民自治和美国公民治理之间的异同。他提出，二者都遵循人民主权、公民

本位、居民自治等基本治理共性，但基于成长土壤与历史文化的迥异，二者也存在价值取向、理论

支撑和治理结构和治理手段上的差异。中国基层自治的发展可以吸收美国公民治理的有益经

验，包括推动党群合作，政府与社会合作，扩大基层社会资本，发展新兴经济组织等。
民族区域自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自治，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的地方自治。有学者反思

了这一具有“中国逻辑”的地方自治，认为基于地域差异和历史发展形成的民族差异，不仅体现在生

活习俗上，还展现在发展观念上; 不仅展现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还体现为不同的少数民族之间。
因此，运用国家力量整体划一性地处理不同民族问题的做法有待商榷。此外，完善我国民族区域自

治，既需要改变长期以来“抑汉扬民”柔性执法的做法，也需要加强对汉族干部民族政策的教育。
五、其它专题比较。由于比较政治研究的包容性和与会学者的广泛性，本次会议研讨的主题

也得到大大拓展，网络民主、社会风险控制、政治传播等议题也引发了与会者的广泛争论。有学

者提出，网络民主具有跨时空、平等性、直接性和开放性等特性，是信息技术在民主政治领域的应

用。网络民主促进“新意见阶层”的崛起、丰富了政治参与的形式、搭建官民对话的平台等，有力

地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建构理性网络政治文化、建设透明政府、发展党际民主和创新引导方

式，是引导网络民主有序发展的必然选择。
还有研究者提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然而这一制度存在“为评估而评

估”的形式主义现象，没有把开发民主功能纳入到评估流程。提升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有效

性和民主性，需要在公共决策过程中通过推进公民参与，转化公民立场，促进决策过程向透明、包
容、公开、协商等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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