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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协商民主译丛”首批共4本译著在2006年推出后，在国内理论界引起了相当热烈的反响。
译丛在初版后很快得以重印，协商民主这一概念已经成为政治学界的热门话题之一，一些研究西方协
商民主的专题论著不断面世，相关的学术研讨也广泛展开。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理论界还就协商民主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意义进行了热烈的争论，出现了针
锋相对的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而言，选举民主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协商民主只能起补充的
作用；另一种认为，协商民主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至关重要，中国不应走选举民主的道路，而当走
协商民主的道路。
正像一句老话所说：真理愈辩愈明。
无论对于我国的政治学研究，还是对于现实的政治发展，这样的讨论与争论，都是十分有益的。
“协商民主译丛”，是一套严肃的学术著作丛书。
与一般的学术译丛的一个明显不同是，这套丛书的基本读者不仅包括学者，也包括广大干部。
从出版社方面获悉，一些党政机关直接向出版社方面订购“译丛”。
这表明，协商民主理论不仅为学者所关注，也为政府官员所关注。
之所以能够引起学者和官员的热烈关注，我所想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协商民主的重要性。
协商民主一直以来都受到政治思想家的高度重视，协商民主也一直是民主实践的重要内容。
对话、磋商、讨论、听证、交流、沟通、商议、辩论、争论等协商民主的各种形式，其实都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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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协商民主是20世纪后期在西方国家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和实践形式，是对传统代议民主的某种超
越，代表了西方民主的最新发展。
罗尔斯、吉登斯、哈贝马斯等西方思想界的领军人物都是协商民主的积极倡导者。
  “协商民主译丛”精选西方学者在协商民主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论著，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
协商民主理论的思想渊源、代表人物、主要观点、重要争论和现实基础，旨在为国内读者了解和研究
当代西方民主政治提供基础性的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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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詹姆斯·菲什金（James Fishkin），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
他在协商民主研究领域颇有声望，开创了协商民意测验的新模式。
主要著作有：《民主与协商》、《正义的对话》、《民众的声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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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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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第十章　制度间的协商第十一章　环境伦理与现存政治制度的衰落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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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机制（一）协商日更切实地想象一下协商日。
我们的思想一试验将协商日分为四个协商的部分。
在8点到9点间到达邻近的学校和社区中心后，协商者将来到随机分配的15人小组做第一件事——在那
里，他们坐在一起观看国家主要候选人之间就主要问题进行的现场直播的电视辩论。
组织这一国家议题辩论（National Issue Debate）当然需要很多思想。
我们认为，正式的程序应该在此之前两周就开始了，辩论的组织者会要求每一位主要候选人（major
candidate）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当前国家面临的两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在两党制框架内，这种询问将会产生两到四个主题，这必将有助于形成很多协商日的对话热点——候
选人的重大主题（Big Themes）将会主导晚餐桌旁、互联网上、权威评论者之间以及报纸上的诸多讨
论。
他们也将成为大量选举资金的目标。
我们希望竞争性的“政治家访谈节目”  （info-mercials）投入到关于中心事实和价值的竞争性演讲中
去，并用来自各候选人的全国演讲覆盖协商日的前夜。
政党也将被邀请以一种适合于大众的简报的形式就选出的话题表明他们的基本立场。
在这个简便的文件中，为每个政党提供了一定字数的空间，且两种（或全部三种）立场都有一个大众
分布情况，以此作为讨论的最初基础。
这一文件也会在网上和新闻中公布。
由于有简报的公民投票经历并不愉快，以无记名方式进行投票的公民们没有讨论的热情。
然而，我们认为，参加多样化的小组讨论的公民将会有更大的兴趣来了解简报。
或者，至少那是协商民意测验的必然经历。
此外，由一个或另一个政党提出的立场存在任何误导或不准确的方面，我们可以期望这些方面通过媒
体的报道而彻底分解。
当然，有些公民可能没有真正看这些文件，或觉得这样做不舒服。
但是，他们将有很多机会在讨论中提出同样的事实或观点，参加这些讨论的公民曾在为协商日进行准
备时看过这些文件。
在协商日真正进程的第一阶段，候选人将必须依靠他们自己的资源，而不是他们的顾问和高级幕僚。
第一阶段的形式将是非常熟悉的。
节目的第一小时将被分成2-4个问题部分。
候选人不是陈述已经准备好的演讲词，而将面对3个国内顶级的记者——基于两周的造势（run up）期
间对候选人的竞争性议题演讲的研究，他们将试着对每一位候选人提问。
然后，候选人将获得一个机会，在最后的15分钟内，阐释之前所作的回答，并讲解之前进行的问答中
没有解决的问题。
电视节目将在早上的10：15结束：“现在轮到你们了，美国同胞们，继续这场辩论。
但首先，先休息15分钟，喝杯咖啡，以便让那些在国家议题辩论前没机会相识的小组成员互相介绍一
下。
”第二阶段在10：30以小组要做的第一件事开始：在继续进行他们的主要任务前，协商者必须选出一
个代言人（forcman），以多数票通过——这是为午饭后进行的500人的大组会议作准备。
在下午的会议期间，敌对两党的地方代表将会出现，并试着回答提出的关于他们政党的电视演讲的任
何问题。
那么，他们会被问到什么问题呢？
上午的会议包括15名协商者就这一话题进行的圆桌讨论。
尽管没人被要求发言，但确保每个协商者都有5分钟的发言时间。
代言人作为协调人，每个参与者都有一个小计时器来计算各自剩余的时间。
当一个协商者发言时，他／她在开始和结束分别按下计时器的开关。
如果任何一个还有自由发言时间的人想说话，代言人不能邀请已经用完分配给他／她的5分钟的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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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在75分钟的圆桌会议期间，每一个协商者都试图提出一个单独的、他认为应该提请下午的大组会议考
虑的问题。
在对话结束时，代言人将各个问题加以集中，最后一次大声宣读这些问题。
每个问题都念过之后，小组成员对之进行“是”与“否”的无记名投票，代言人公开清点票数，然后
宣布获得最多票数的3个问题（相同票数由抽签决定）。
这时大概就到了12：15——午餐时间！
但人们不仅仅以面包为食：我们希望学校食堂或其他类似的地方能够作为500人的大组进行非正式的联
系和对话的场所，在那里首次进行集合。
为了当前的目的，我们更有兴趣描述在这之后发生的事情。
每一个大组都有自己的协调人——也许是个地方法官，也许是个公民团体如选举妇女联盟（the L,eague
of Women Voters）的成员。
他／她很快就获得由各个小组代言人提交的问题列表。
由于有大约35个小组，因此在单子上将总共有大约100个问题——这对于下午的会议来说太多了。
在午餐时间，她将负责通过抽签，在这些问题中挑选出15个问题，作为下午讨论的基础。
但在此之前，她还要先进行一个初步的分类工作。
很多单子上会有相似的问题，如果随机抽取的问题碰巧是一些非常相近的问题，那么大组讨论就极有
可能变得非常乏味。
因此，协调入必须首先依常识对之进行分类一一将类似的问题归为一类。
如果某一类中的任何一个问题被抽中，在接下来的随机抽取过程中又抽出了同类的其他问题时，她将
对之予以忽略。
这一方式可以使大组能够听到代表了上午讨论的绝大多数主题的15个问题的回答。
大组协调人将在政党地方代表面前列出她的问题单，地方代表将在下午回答这些问题。
由于他们可以观察她的行动，她在对问题单进行初步编辑时不必询问他们的意见。
时间是根本性的——关键是为会议准备好一份像样的问题单，尽可能引起政党代表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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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协商民主理论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学术界兴起以来，国外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被相继引入中国。
中央编译局为这一理论的介绍和引入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在其组织编译的“协商民主译丛”第
一批学术成果中，主要对协商民主的思想渊源、基本概念、代表人物、主要观点、重要争论和现实基
础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梳理，为中国学术界在相关领域内的研究提供了文献资料。
而此次翻译出版的这批学术成果则进一步将理论研究推向了深入，并更加突出了协商民主在现实政治
中的实践和应用。
理论研究只有与现实相结合，并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时，才具有指导性意义。
任何理论若要彰显其价值，并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都会选择这一路径。
詹姆斯·菲什金和彼得·拉斯莱特主编的这本《协商民主论争》，体现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
，遵循了理论与实践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规律。
书中收入了不同学派、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对于协商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探讨。
关于本书的内容，在本书导言和编者特为本书所作的中文版序言中，已经有了非常精准而全面的概括
，此处不再赘言。
通过对本书的阅读，我认为，至少可以得到以下三点共识和启示：第一，协商民主理论研究虽然自20
世纪80年代才逐渐兴起，但协商民主并不是一个新兴的概念和一种孤立的民主形式。
这一理念植根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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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协商民主译丛”，是一套严肃的学术著作丛书。
与一般的学术译丛的一个明显不同是，《协商民主论争》的基本读者不仅包括学者，也包括广大干部
。
从出版社方面获悉，一些党政机关直接向出版社方面订购“译丛”。
这表明，协商民主理论不仅为学者所关注，也为政府官员所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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