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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对话机制
— 兼论政治文明的养成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

刘宝璋

(山东经济学院计算机与技术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摘要」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总是对立统一的，两者在对立中进步，在统一中发展。

但历史证明社会与国家之间也屡屡出现过不能良性发展的时期，致使国家遭遇挫折，社会蒙受

灾难。现代政治文明不排斥社会与国家的对立，但更崇尚两者进行良性的和平对话。这种良

性对话需要一个平台，需要一种制度，在我们中国这个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践证明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项制度，这项制度为社会与国家的理性对话、良性对话

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有利于政治文明的养成。但这一制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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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对立统一 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
    “市民社会”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市民社会最 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

早指的是欧洲中世纪的自治城市，当时的城市手工 参政议政活动的非官方公域。”市民社会具有这样
业者结成行会来反对封建土地贵族，主张由城市来 的特征:首先，市民社会是相对国家的“私人自治
安排自己的制度。当欧洲社会生产力发展进人工 领域”;其次，市民社会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是一种
场手工业时期，市民社会进人第二阶段。市民社会 经济交往体系;再次，市民社会拥有法律保障体系，
的第三阶段是资产阶级获得社会领导权的时期。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复次，市民社会以各种自
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对“市民 愿自治组织为中介;最后，市民社会以个人自由、平
社会”概念作出了科学、准确的表述。他们认为现 等、权利、契约为根本原则和价值。
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从18世纪随着资产阶级的 “政治国家”则是与“市民社会”相对的一个概
发展而产生的，但是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 念。政治国家具有集中性、公共性、强权性。从应
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 然角度来讲，政治国家产生于市民社会之中，应为
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在过去一切历史 市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强权保障，而市民社会则
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 凭借政治国家去谋求自身的发展，并监督政治国
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 家。但自从有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野以来，
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市 两者在现实中有合作但不乏对抗，在理论上对于两

民社会”这一概念虽然产生于西方，却有着超地 者之间的关系也有不同的叙述。其中比较有影响
域、跨文化的普遍意义及价值。其中以个人利益为 的是三种理论:一种以孟德斯鸿为代表认为市民社
基础，以契约关系为中介，以尊重和保护社会成员 会是由政治国家所界定的，但政治国家并不是为所

的基本权利为前提是一切市民社会的共同特性。欲为的，必须受制于法律，政治国家必须坚守权力

那么，何谓中国的市民社会，邓正来在《国家与社 分立制衡的原则，另外，为防止法律的失位，需要有
会》一书中，曾明确指出:“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 不是为了政治目的而成立的独立社团捍卫法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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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独立社团就是指指产生于市民社会之中对抗

政治国家的载体和组织形式;另一种以黑格尔为代
表主张国家先于、高于社会，这种理论把国家进行

抽象化、神圣化，认为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
东西，有不受推动的自身目的，国家是社会生活中

的最高峰，它高于个人、高于家庭、高于市民社会，

甚至家庭和市民社会要以国家的存在为前提，国家

不是社会的工具，不是一个功利性的机构，国家本

身就是目的，正是在国家中市民社会才能存在、才
具有完整性、才能自由地追逐其特殊的利益;还有
一种理论以洛克为代表，认为社会先于并高于国

家，认为在国家出现之前人类处于自然状态之中，

在这种状态中人人都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的自然
状态却充满着不确定和危险，于是人们订立“社会

契约”，成立国家、设立政府、产生公共权力和法

律，可见这种理论把国家视为市民社会的工具，人
民的和平、安全和公共福利是国家的目的，国家的

各项权力源于社会的赋予，国家必须以社会的需求
为依归。

    以上三种理论各有其合理之处，笔者以为市民
社会与政治国家有先后的间题，但没有上下高低之

分，两者是对立统一的不可割裂的整体，是一对矛
盾。自从有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野以后，两

者的分立和对抗就没有停止过，但分立对抗的最终
发展方向是达致两者的妥协和默契。两者间的关

系只是这对矛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呈现而已，但在
其发展历程中却始终有一根主线在起作用，那就是
“对话”，无此则没有社会的发展、国家的进步。

代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
问题。当时，毛泽东的回答就是“民主”，毛泽东同

志讲:“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
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新中

国建立后，1954年9月巧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标志着我国以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为根本的政治制度得到全面确立，开创了我

国人民民主的全新阶段。这一制度历经发展和完

善，终于成为我国社会与国家进行有效对话的平台。

人民的意愿在这里得到表达，国家的意志在这里得

到体现。坚持这一制度对养成民主，促进政治文明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了更好的实现这一意义，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需要不断的得到发展和完善。

    二、两者对话的平台— 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

    社会的发展、国家的进步需要两者的对话，但
在不同的时代和历史时期对话的方式是不同的。

归结起来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和平方式;另一种是

暴力方式。这在东西方和中外历史上都有体现。

以中国为例，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之初一般都会倾听
民意、顺应民心而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于是乎有
了社会与国家其乐融融的“文景之治”、“开元盛
世”、“康乾盛世”，这是一种比较成功的和平对话;
也有不成功的和平对话，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北宋

王安石变法”;还有一种就是极端的对话方式，采
取暴力革命方式，诸如历史上高呼“且壮士不死既
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陈胜吴

广起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黄巾军起义;“官
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宋江起义等。
    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1945年，在延安的窑洞

里，黄炎培先生曾提出一个如何跳出中国历史上历

    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
    (一)进一步增强人民代表的代表性

    人民代表代表人民，那么怎么样才能使人民代
表真正的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有两个问题必须要

弄清楚:一是什么样的人才能代表人民;二是能代
表人民的人如何产生。

    现在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民代表都能忠诚的履

行自己的职责，但也不排除部分人民代表不能很好
的代表人民。现在有很多人大代表是劳动模范、英

雄人物、文体明星和高级知识分子。这些代表有些
在自己的领域确实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并不因此
而当然具备人民代表的资格。人民代表应该具有

知政、督政、参政、议政的能力;应该具有向选区人
民负责，为选区人民服务的意识。这在我国法律法

规中都有体现，譬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

第三十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必须效忠人民
民主制度，遵守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并且

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中，主动地协

助宪法、法律和国家政策的实施;《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四条:代
表应当与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

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努
力为人民服务。

    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选出的代
表组成。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可见我国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兼顾了地区和行业，
并对特殊地区进行了适当安排。笔者以为目前我

国人大代表的产生应该由更侧重于地区转为地区
与行业并重。以区域为标准去界定人的政治资格，
是生产力不发达的表现。人类发展经历了三个阶

段:第‘阶段是以血缘关系为基准界定人的资格;

第二阶段是以区域为标准;第三阶段就是以行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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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考虑到我国的现实国情，笔者坚持地区与行

业并重。

    按照我国选举制度的规定，全国人大，省、自治

区、县、自治县人大代表的名额，均由本级人大常委
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4倍于城市
(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这一
规定产生于我国农民所占人口基数过大这一现实

国情，有其合理性。但也造就了一个现实就是农民

不能充分的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因而也就不能有
效的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当家作主的权利。而
且目前农村人大代表的产生有”一刀切”之嫌，已

不能很好的适应农村和农民的发展。如前所述即

使在农村也形成了不同的行业群，改革开放以来，
农民逐渐分化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

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阶层和个
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

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等8个阶层。因而按照传统
方式选出的人大代表已不能全面有效的代表农民
的利益。

    (二)进一步加强对人民代表的监督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三十七条: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原选
举单位有权随时撤换本单位选出的代表;代表的撤
换必须由原选举单位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法》第五条:代表受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
的监督。选民或者选举单位有权依法罢免自己选

出的代表。被罢免的代表有权出席罢免该代表的
会议申诉意见或者书面申诉意见。可见，人民代表

有原选区人民选举产生，需要向原选区的人民负

责，受原选区的人民监督。

    但现在无论社会大众还是人民代表都存有不
良认识。社会大众把人民代表看作是一种地位、一

种权力、一种荣誉，对人民代表即使是自己选举产

生的也不敢监督。人民代表也把自己的代表身份

看作是一种荣誉，是荣誉但也是责任，甚至更是责

任，而很多代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不能很好

的履行自己的职责。更有甚者利用自己的代表身

份，获取不当利益。很多人大代表平时不调研，会

时不发言，如此这般如何能代表选区人民的利益!

因而需要建立人大代表向选区人民的定期述职制

度，要定期的向选区人民讲述自己工作职责的履行

情况。而且社会大众需要进一步增强民主意识，对

于本选区的人大代表不当履行职责的，应依法撤
换、罢免。

    可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社会与国家的良性
对话，搭建了一个有效的平台。这一制度有利于民

主的养成，和促进政治文明的发展。只有社会与国
家能够进行良性的对话，实现良性互动，才能有政

治文明的出现，才会实现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发

展。我们已经为此搭建了一个有效的平台，但我们
不能懈怠，我们需要不断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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