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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公民政治参与的特点

[ 作者 ] 黄磊 

[ 单位 ] 安徽大学管理学院 

[ 摘要 ] “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1]

公民的政治参与活动是现代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开展，我国正经历着由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

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转型，由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

转型，从伦理社会向法理、法治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我国社会发生的这些重要的结构性变革，促使我国在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公民主体利益意识迅速觉醒，政治参与能力不断提高，新利益群体相继产生，利益分配

的调整，国家政治民主化程度逐步提高，公民政治参与方式不断更新，这些因素为公民参与政治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推动了我国公民

政治参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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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1]公

民的政治参与活动是现代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开展，我国正经历着由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转型，由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

型，从伦理社会向法理、法治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我国社会发生的这些重要的结构性变革，促使我国在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公民主体利益意识迅速觉醒，政治参与能力不断提高，新利益群体相继产生，利益分配的调

整，国家政治民主化程度逐步提高，公民政治参与方式不断更新，这些因素为公民参与政治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推动了我国公民政治

参与的发展。社会转型不仅促进了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政治参与的形式与内涵，使之表现出一些新特点：第

一，参与热情与冷漠并存。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公民意识的觉醒、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等原因，推动了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使我

国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逐步提高。他们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有序地主动地参与政治，表达意愿，促进了公民与政府的沟通，促进了我国政

治民主化的进程。但与政治参与的热情相反，我国还存在着大量的政治冷漠现象。即使是在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中，也存在值得注意的问

题。就投票这一基本形式来讲，其中有的是出于信任和自愿，有的只是随大流，走形式，后者所占比例有扩大趋势。选举人大代表，通过

人大代表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这本是我国人民实现民主的基本途径，然而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认为如何选出代表或选谁做代表与自

己没有多大关系，很多人采取消极的参与态度，甚至是不参与。第二，正式组织与自治组织参与并存。我国政治参与的正式组织载体主要

有：各级党组织、各级人大、各级政协、工会、共青团、妇联、职代会等，公民通过参加这些政治组织及其活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与

此同时，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形成了大量政治参与的自治组织载体，如各种形式的行业性、商业性联合会和权益性

协会、群众自治组织等，公民依托这些自治组织参与政治，开辟了政治参与的新渠道，推动了政治参与的发展。第三，制度化参与与非制

度化参与并存。制度化参与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国家对政治参与的管理都依据法治原则，以法律规定和确认的方式和程序进行的参与方

式。它能保证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法律化、经常化、秩序化，这是现阶段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与此相反，社会转型时期，

由于民主政治体制尤其是政治参与机制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以及有些公民具有较强的社会挫折感，因此，在政治参与实际当中，也存在

一些非制度化的参与方式，如”抵制性参与、过激参与、过分扩展的参与乃至暴力参与”[2]等，影响了我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第

四，政治性参与取向与利益性参与取向并存。现阶段，由于我国政治参与主体的复杂性，使得不同层次的公民有着不同的参与动机与要

求。大部分公民的政治参与动机是具有政治取向的，他们出于对国家和民族命运和前途的关注，出于对政治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关心，以期

通过政治参与来反对官僚主义、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以实现社会的公正和正义，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这也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主流

方向。但与之相对立，在社会转型时期，也有一部分人的政治参与动机是利益取向的，他们参与政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或影



响政府活动，以获取更多的自身利益，如农村基层出现的“富者为官”现象等，使政治参与走向了狭隘的方向，这是应该引起我们警惕的

现象。第五，参政意识较强与参政能力较低并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主体意识增强,对于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有了明显

的感性认识。他们的参与意识有了提高，要求在政治生活中发挥影响力以期维护自己的利益。尽管大部分公民有了参与意识，但仍普遍存

在参与能力较低的问题，这与人们缺乏这方面的实践有直接关系。第六， 公民政治参与期望值高与政治效能感低并存。公民参与政治的

目的在于影响政治决策，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有一部分公民希望自己的利益诉求一旦表达之后，政府决策就能体现出“为我服务”、尽

快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一旦要求未能得到及时实现,就会产生挫折感,影响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政治效能感低是当前公民参政的一个特

点。针对上述特点，如何推进与完善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呢？第一，大力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拓展其参与形式。我国公民政治参

与的机制不完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认知水平的程度不高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而转型时期，公民参

与政治的分布不均、动机不纯、热情不足、方式不正等现象，其中一部分原因可能就在于此。毫无疑问，那些整日为生计的公民是无暇顾

及政治生活的，不可能获得参加公共事务的足够信息，因而不可能对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的评论，主动地参与政治。因此，社会经济越发

展，政治参与的机制越完善，公民接受政治信息的能力就越强，参与政治的可能性就越高，实施政治参与行为的主动性就越大。因此，要

大力发展生产力，降低政治参与的成本，保证公民具备政治参与的能力与条件。同时，要拓宽现有的参与渠道与形式，并根据现实的需要

进行制度创新，建立新的参与渠道，为公民的政治参与创造有利条件，以真正有效地推进与完善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第二，加强政治教

育，增强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体意识。如果民众意识不到自己是国家主人，缺乏公民权利观念，对政治不感兴趣，就不可能积极主

动地向政府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政治态度及政治意愿；或者公民认为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无足轻重，妄自菲薄，也就会失去参与政治

的信心。因此，推进与完善公民的政治参与，必须通过塑造全新的政治文化，对公民进行公民意识、民主意识、义务意识、责任意识的教

育和培养，激励他们关心政治、依赖政治并参与政治。第三，加强培训，切实提高公民政治参与能力。普通公民作为政治参与的主体，其

自身的政治能力,诸如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行使权利以及如何采取适当的合法形式参与政治等，都需要经过培养和实践。当今我国公民

的政治参与水平不容乐观，只有不断加强公民参政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切实提高公民的政治能力，才能真正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增

强政治参与的有效性。第四，逐步实现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化，加强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引导。加强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在推进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具有突出的意义。“如果制度准备不足，扩大政治参与可能导致政治不稳定”[4]。这就要求我们加强政治参与的制度

化建设，把我国迅速发展起来的公民政治参与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就是要坚持和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和政

治协商制度，健全和完善公民政治参与的具体制度，增加参与的有效形式，如选举制度、听证制度和建议、申诉、控告制度及信访制度、

陪审制度等。还要用法律来调整、规范公民的政治参与，使公民的政治参与经常化和秩序化。第五，提高政治参与效能。政治生活中对公

民最大的激励莫过于对其政治参与给予肯定，使其参与在政治体系运行和决策中得到体现，从而证明其参与的有效性，这就需要增强公民

政治参与的参与度和透明度，要关注新兴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效能问题。还要加强新闻舆论监督，由制度外参与求成效。最后，必须指出

的是坚持以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前提。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要建设的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因

而，必须牢固地坚持政治参与的社会主义方向。注释： [1]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 [2]陶东

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3页。 [3]周平：《我国的公民政治参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

设》，载《中国政治》2000年第4期。 [4]【日】蒲岛郁夫：《政治参与》，经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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