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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制度是我国宪政制度的基础，已经实行了50多年，是
行之有效的我国政治权力的运行方式，这一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我国政治实践相结合的伟大
创造，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的重要成果。
之所以时至今日还需要讨论和论证我国为什么必须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的政治制度的命题，是因为在
我国改革开放和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之后，不少人存在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和偏差，即我国既然实行
依法治国就是要搞法治，要搞法治就是要实行民主，实行民主就要引入西方式的民主，而西方法治和
民主的实现关键就是要搞三权分立。
在这样一种错误逻辑之下，就必然产生对我国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质疑，认为应当改变这一制
度，实行三权分立的权力运行模式。
为什么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搞三权分立？
就需要我们厘清这样一些相关的问题：三权分立是一种什么样的政体？
中国为什么不能采用和实行三权分立政体？
中国采用的是什么样的政体？
中国为什么采用这样的政体？
中国为什么应当坚持这一政体？
如何发展完善人大制度这一政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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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为什么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搞“三权分立”？
这是《符合国情的政体选择》要回答的问题。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在适合性、民主性、高效性等方面有着三权分
立制度所不具备的制度优势；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国体与中国的经济、文化、
社会和民族等方面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不能实行“三权分立”。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方针，我们既要保障现有制度得到有效运行，同
时要促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使民主得到进一步扩大，效率得到进一步提升。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要坚持这一制度的中国特色，同时也要适应国际政治发展的潮流和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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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职能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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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对司法权方面，总统可以通过任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影响司法权。
这些改变标志着立法权和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大大地被削弱了。
西方有人认为，“议会至上”时代已经转变为“行政专横”的时代。
英国的情况则是，权力重心由上院移向下院，又从下院移向政府，主要是通过柔性不成文宪法及其创
立新的宪法惯例逐渐加强内阁权力。
到了20世纪60年代，政府几乎控制了议会，内阁首相掌握了对政府大臣的任命解职、内阁会议议程、
国家预算、解散议会等大权。
法国在历史上建立实行的议会至上的议院内阁制是与其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配
套的，进入资本主义垄断阶段之后明显反映出其不适应的一面，典型的表现就是政局不稳、内阁频繁
更换，在1946-1958年期间共更迭了21届政府。
为此，戴高乐于1958年主持修宪成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使总统摆脱了议会在选举上对总统的控制
，总统因而获得了任命总理、组织政府、主持内阁会议以及解散议会等权力，从而牢牢掌握了行政权
，并使得国家权力重心由议会转向总统，法兰西共和国的政体形式也因此由议会制转变为“半总统制
”。
第二，国家权力的制约除了传统的三权相互制约之外，增加了社会力量对于国家权力的制约。
由于议会权力下降、行政权力扩大，导致西方社会政府机构膨胀和官僚主义盛行，于是社会中也出现
了限制政府权力、制止“行政专横”的呼声，其结果就是在原先单纯依靠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
之间分立和制衡的基础上发展出社会力量对国家机关的制约，这些社会力量包括了公民个人、利益集
团、新闻舆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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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为隆重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大众化，2009年以来，上海市教卫党委组织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
学、华东政法大学和上海大学等六所高校党委，在深入学习《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
回答》的基础上，对六个“为什么”展开进一步的理论阐释研究，历时8个月，编写出版了这套丛书
，用于上海市教育系统宣传干部特别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辅导员、宣传思想工作者等开展思
想理论教育的辅助读本和参考资料。
上海市教卫党委、市教委高度重视丛书的编写工作，成立了编委会，由上海市教卫党委书记李宣海担
任主编，由上海市教卫党委副书记、上海市教委主任薛明扬，上海市教卫党委副书记、上海市教委副
主任莫负春，上海市教卫党委副书记杜慧芳以及相关高校党委书记担任副主编。
上海市教卫党委副书记、上海市教委副主任莫负春主持了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
上海市教卫党委宣传处承担了具体的事务性工作。
丛书的研究撰写，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以中宣部编
写的《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的理论阐释为基础，注重背景分析、加强比较研
究、创新表述手法，通过运用最新素材和师生身边鲜活事例来说明深刻道理，对重大问题的阐述做到
见事见人。
在编写理念上，严格把握政治性原则和科学性原则，立足现实需要，坚持以史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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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符合国情的政体选择》：上海高校六个“为什么”学习宣传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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