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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十个因素 
 

赵海月 戚焕民 

         从理论上讲，在社会主义国家民主主体的普遍性、民主权利的广泛性和民主内容的真实性， 

使政治破天荒地“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1]，而成为“人民的事”[2]。然而，由于诸多因素的繁

复交织， 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仍然存在着制约公民参政的因素，公民也表现出对政治的

冷漠现象。那么，在人民主体地位确立并有保障的政治环境下，我国为何还存在与政治现代化潮

流不相适应的政治冷漠现象呢？对此问题，我们应从新的视角来作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等

方面多元性的思索。 

        第一，历史积淀形成的思维定势影响着公民的参政意识。旧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君主专制

国家，历史上的政治生活曾经长期地为少数特权者所操纵。他们以“正统”自居，剥夺民权，使

没有任何政治地位的劳苦大众长期过着被奴役、受压抑的生活。这是其一。其二，历史上封建统

治者大兴文字狱，血腥屠戮犯禁士人，使大多数士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不

谈时事，不问政治，以苟全性命。这种历史阴影对我国公众的社会心态有较大的遮盖。其三，专

制君主为其官僚机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窒息了人们的头脑，钳制了人们的思想。要想进入官的

行列，就得“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漫长封建专制政治的历史积淀于人们头脑中

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对我国公众的社会意识具有较强的侵蚀。“政治冷漠”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

史渊源。 

        第二，经济不发达制约着公民参与政治的能力。经济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是携手并进的。社

会经济发展层次愈高，其政治参与层次也愈高。只有生产力大大发展了，人们为生产必需的生活

资料所花费的时间大大节省，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去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充分行使自己

的民主权利；只有生产力大大发展了，才可能以更多人力物力去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使亿万群众

普遍地具有参加政治活动所必需的文化科学知识和担任管理工作的能力；只有生产力大大发展

了，社会才可能为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提供充裕的物质条件。从我国目前的现实看，生产力水

平还不发达，公民参政行使民主权利的一些物质条件还有较大的局限性。因此，我国公民中许多

人对实施他们的权利或履行他们的义务漠不关心是情有可原的。 

        第三，科技水平不发达，是制约公民普遍参政的重要因素。先进、便捷、快速的交通、通讯

和新闻传播媒介，是提高大众普遍参与政治的必要条件。我国科技总体水平低、民众文化素质普

遍不高，这就决定了在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物质生活还不发达的中国实行全国范围的直接民主

制是不现实的。科技水平的提高及其应用设施的改善，一可为民众进行政治交流和社会沟通提供

便利条件，二可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提供设备支持。科技进步与政治参与成正比。因此现代

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电子邮政、通讯卫星、电视广播网双向或多向信息交换系统，就有可能把

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结合起来。显然，我国在这方面的差距还很远，全民切实地参与国家和社会

事务的管理还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第四，清明的政治，减弱了公民参政意识。如果一个公民坚信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无论怎样

都会很出色，那么就不大会介入政治。大量经验材料也表明，在相对清明的政治态位下，多数公

民都倾向于避免参与和介入公共事务；只有当政治气候较为恶劣的时候，人们才会表现出比较强

烈的参政愿望和政治热情。对大多数公民来说，只要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利益确定和利益实现

都能得到基本保障，那他就会减弱政治参与意识。在我国，党和国家的各项重大决策归根到底都

是围绕着人民的利益而展开的，因此政局稳定，政策开明，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人民也就心满

意足了。 

        第五，文化素质不高影响公民的参政程度。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一个国家如果有许多

人不识字， 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民主”。[3]政治参与需要一定的知识成本作基础。据加布里埃

尔•A •阿尔蒙德等人对各国的调查统计表明：教育层级与参与程度成正比。[4]由于历史条件的因

素，我国的教育文化总体水平还不高，全国成亿文盲的存在，大大制约了我国民主建设的步伐。

列宁在谈到俄国文化不发达对苏维埃政权的影响时说：“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高得无比的无

 



  

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做出了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落后性却贬低了苏维埃政权并

使官僚制复活。苏维埃机构在口头上是全体劳动者都参加的，而实际上远远不是他们全体都参加

的，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5] 

        第六，体制不健全影响公民参政的“度”。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本身有个自我完善的过

程，政治体制改革也不可能一步到位。如果政治体制尚不具备组织和疏导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的

机制和能力时，过速的政治参与就会造成政治动乱。因此，政治文化的迅速变动与政治体制相对

稳定的矛盾、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质与民主发展水平的矛盾，客观上要求公民的政治参与要有一个

“度”的界限，否则就会妨碍改革、开放和建设的顺利进行。“文革”时期的“大民主”给党的

国家以及社会所造成的损失就是深刻的教训之一。 

        第七，民主法制不完善阻碍了公民参政的主体意识。现实生活中的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

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极大地压抑和侵蚀人

民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邓小平同志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

法制传统很少。”[6]因此， 肃清“长官意识”与“顺民思想”的社会氛围，加强民主与法制建

设，以法制代替人治是保障公民参政的根本所在。 

        第八，政治透明度不高是影响公民主动参政的因素。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政治信息有着内在的

关联。“政治参与要求接收一般的特殊的信息，那些获得这种信息的人，即在效应和心理上更多

介入的人，就更有可能参与政治。反之，那些没有得到这种信息的人，则无动于衷，缺乏心理上

的介入。因此，也就很少有可能参与政治生活。”[7]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的中央集权领

导以及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使人民群众很难对政治过程有明晰的认识和全面的了解，这在很

大程度上降低了公民对政治的主动参与程度。人民群众了解和讨论与自身利益攸关的重大情况和

重大问题，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最重要的标志。因此，提高领导机关的开放程度，增加对党务

和政务活动的报道，健全和开辟正常的、经常的、多种形式的渠道，是保证公民积极参政议证的

有效手段之一。可以说，政治透明度不高也是我国政治冷漠现象存在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九，功效维度影响着人们的参政态度。功效维度体现了事物对人的实际利益的大小。在现

实生活中，功效维度对人们的政治态度与行为有着很大的影响。“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

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所有，而忽视公共事物；对于公共事物的一切，他

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在政治生活

上，人们对形式主义极为反感。以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为例，“对政治学习持否定态度的同学

占被调查者总数的63.04%， 出现这种观点的原因是许多同学认为学校的政治学习内容空洞、拘泥

于形式，这种学习纯粹浪费时间。”[8]人们对社会或共同问题的关注如果得不到政治组织的回

应，就会消减人们的“政治效能感”。譬如，人民群众强烈痛恨的腐败现象如不能得到有效遏

制，就必将大大弱化人们的政治使命感，等等。这些都是影响公民政治热情的因素。 

        第十，挫折效应对政治参与产生消极作用。新中国建立后，翻身的人民对党和政府产生了极

大的信任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以饱满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可是，一场“文化大革命”

政治动乱，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政治大搞政治欺骗、政治愚弄，严重损害了亿万中国

人民的政治热情。“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一个重大的运动或事件，可能导致人们政治观点及态

度的根本转变。”[9]巨大的心理挫折及其生发的晕轮效应，就使得人们视政治如畏途，消极地适

应政治环境，被动地参与政治生活，自发地减退政治兴趣。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通过发展经济、科学和文化，提高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

文明的水平，从而“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只有亿万人民群

众积极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充分发挥创造力，社会主义事业才能迅速前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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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永良、吕志良： 《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变化的述评》，《社会科学学刊》，198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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