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国情研究

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民主党、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比较

胡鞍钢 杨竺松

摘 要: 从大会议程、大会政治选举和大会制定纲领性文献三个视角，对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

表大会和 2012 年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进行比较。结果表明: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远比

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具有更多种的民主形式、更严格的民主程序、更丰富的民主内容和更丰

硕的民主成果。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制度更适应中国国情，不仅有利于为全体人民提供国家公益性

产品，而且也加速缩小与美国的相对差距，创新了世界独一无二的执政党制度，显示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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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国际竞争本质上是制度竞争。如何评价一种制度? 如何认识一种制度的优势? 研究者间并

未形成统一意见。实际上，世界上并没有最好的政治体制模式，也不可能有唯一的模式，政治体制类

型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不同政治体制同时存在、相互吸收、相互借鉴，又相互竞争、此消彼长。
以往人们认识一种制度，多是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语境下，基于西方制定的评判标准出发。这些

西方标准包括美国“自由之家”组织的“世界各国自由度”年度调查报告、德国贝塔斯曼集团的“世界

政治经济转型指数”( BTI) 报告、美国《外交》杂志的“失败国家排名”( FSI) 、美国民主管理研究中心

的“民主指数和法律地位指数”、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标》、英国《经济学家》联合“经济学家

情报社”( EIU) 组织发布的“民主指数”( DI) ，等等。① 按照这些标准，中国的表现历来排名较低，而

西方国家通常排名靠前。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只有向西方看齐，排名才能够提高。不仅中国是如

此，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显然，西方这样的判断方式是片面的、主观的。为此，我们必须提高自

觉性，增强自信性，提出“中国标准”。这一标准，就是邓小平标准。
早在 1980 年，邓小平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

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

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② 我

们将这三条标准称之为“邓小平标准”，根本不同于所谓“西方标准”。30 多年后，中国在经济、政治

和人才培养三个方面是否达到了“邓小平标准”? 我们认为，目前中国已经基本达到了“邓小平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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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①并且还形成了独特的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② 当然这一结论颇具争议性，其中最受

争议的是政治标准: 中国是否已经“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 这就

需要根据具体事例来比较、分析和验证，而最好的事例就是世界大国的政治选举。
2012 年是世界政治选举之年。在这一年，全世界约有 70 多个国家进行政治选举，约占世界经济

总量的一半以上，其中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除英国以外的四个大国先后进行领导人换届选举。
在众多的政治选举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和两党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竞

争，以及中国共产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产生。这是世界最大的三个政党所进行的最具深远影响

的政治选举，也是 2012 年世界的两件大事。
由于中美两国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因而政治选举也有着本质的不同。这

种不同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和美国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是: 中

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是真正的民主大会、团结大会、胜利大会，具有更多种的民主形式、更严格的民

主程序、更丰富的民主内容和更丰硕的民主成果，远远优于世界上所谓最民主的美国民主党、共和党

全国代表大会。形象地讲，美国的两党大会及其两党总统候选人辩论会，其实质是为了竞选而上演的

两党政客竞赛，本质上是一场零和博弈，最能引发全世界的关注，特别是吸引全球媒体的眼球，更具新

闻性、表演性和观赏性，却缺乏政治的严肃性、民主的广泛性和施政的实质性。有比较才有鉴别，也才

能真正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尤其是破除长期以来的“美国民主迷信”、“美国制度迷信”，进而更加理

性地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及其优势，提高对中国共产党制度及其优势的自觉性、自信心。

一、全国代表大会议程比较

中国共产党和美国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也是现代政党中较具

共性的组织特征。第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 ③第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实行

代表制，都是从全国各地选举产生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国是以省级地方代表团为主，美国两

党是以州代表团为基础; 第三，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实行定期制，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 5 年

召开一次，美国两党全国代表大会是 4 年一次，在总统大选年召开; 第四，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发布纲

领性文献，但是它们性质则不同，中国共产党发布并通过的是“党代会报告”，实质上是执政纲领，美

国两党是宣布各自的“竞选纲领”，旨在成功竞选; 第五，都有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常设机构，在

中国共产党为中央委员会，在美国两党为全国委员会; 第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有党的领袖，由中国

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产生党的总书记和党

的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在美国两党的党代会提名并以举手表决选举总统候选人。
由于中国共产党与美国两党根本性质的不同，其全国代表大会还会有更多不同之处。我们最为

关心的问题是，中美主要政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民主“含金量”是否有所不同?

首先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议程来比较。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 以下简称《党章》) 第十八条规

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由中央委员会召集。《党章》第十九条又规定，党的全国代表

大会的职权是: ( 一) 听取和审查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 二) 听取和审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

( 三) 讨论并决定党的重大问题; ( 四) 修改党的章程; ( 五) 选举中央委员会; ( 六) 选举中央纪律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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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以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例，大会正式开幕前召开的预备会议确定的十八大主要议

程为: ( 一) 听取和审查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 二) 审查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 三) 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 修正案) 》; ( 四) 选举十八届中央委员会; ( 五) 选举十八届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① 由上职权和议程的比较可见，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议程是完全围绕充分行使其

大会职权的目标来进行设置的。
我们再来观察美国两党全国代表大会议程。美国两党全国代表大会通常由两党全国委员会负责

举办，主要任务是确定该党总统候选人和副总统候选人、通过竞选纲领以及处理包括选举党的官员、
修订党的规则等内容在内的党务。2012 年作为大选年，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先后于 8 月底和 9 月初

召开了各自的全国代表大会。
以 2012 年 9 月 4 日至 6 日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正式召开的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为例，

其主要任务是正式提名争取连任的总统奥巴马为新一届总统候选人并出台竞选纲领。大会议程共三

项，分别是: 4 日，第一夫人米歇尔、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市长朱利安·卡斯特罗发表现场演说，

前总统吉米·卡特发表录像演讲; 5 日是最重要的议程，奥巴马正式接受民主党提名，并选择现任副

总统拜登作为竞选搭档，此外国会监管委员会现任主席伊丽莎白·沃伦、前总统克林顿也登台发表演

讲; 6 日，奥巴马发表正式演说，同时宣布竞选纲领。② 上述议程全部集中于两个字: 竞选。这非常符

合“政客”的定义，即“为了下一次选举”。为了赢得竞选，美国两党采取了各种手段，其中最典型的就

是第一夫人发表讲话，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开成了总统候选人的“夫妻店”，这本质上是用个人家庭

价值观来代表国家政党价值观。
不难发现，美国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该党总统预选阶段的结束和总统竞选活动的开

始; 而全国代表大会的核心目标和核心任务也只有一个，即为本党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造势。
比较地看，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核心议程共计五项，涉及上一届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审议、《党章》修订以及党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选举，

简言之，其关键词为“报告”和“选举”。而美国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核心议程仅有一项即正式提名本

党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而本党的竞选纲领是由总统候选人发布的，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实质性内容，

至于总统候选人夫人、副总统候选人及本党其他政治明星( 如已卸任总统、内阁成员、在任州长) 等人

士发表的主旨演讲，不过是为总统候选人参加选战壮大声势，吸引选民、吸引公众、吸引媒体而已。显

然，从议程来看，既有“报告”又有“选举”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其民主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要

远远超出只有“提名”的美国两党全国代表大会。

二、全国代表大会政治选举比较

从议程上看，美国两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具有“选举”的功能，但实质却根本不同:

前者是确定本党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为一两个人的“竞选”做准备; 而后者是逐层“选拔”出能够

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目标、朝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长远目标稳健

迈进的新一届中国政治家集团和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我们着重从政治选举的程序来考察这两种本质

不同的政治选举。
2012 年 8 月 27 日至 30 日举行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参会的正式代表 2 286 人，若加上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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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代表则有近 5 000 人; 9 月 4 日至 6 日举行的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5 964
名代表参会。从近百年历史看，美国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大致有三种方式。一是由党的州

委员会决定代表人选; 二是由各州召开党代表大会选举; 三是采用“总统初选”( Presidential Primary)

的方式，通过州内党员直接投票选举。其中后两种方式较为广泛采用。
各州党代表选出后，将组成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党的总统候选人和副总统候选人。其基本流程大

致有两步: ①第一步，各州提名总统候选人。大会秘书按照各州名首字母的次序，顺次请各州代表团

提名本州认同的总统候选人。州代表团发言人应声登台发表演说，对本州认同的候选人予以赞扬，对

此人表示支持的代表( 包括本州和其他州的) 通过高声喝彩甚至游行表明赞同态度。之后，大会秘书

再顺次请下一州代表表态，该州代表团发言人也应声登台，或对之前已获提名的候选人进行附议，或

另提本州中意的其他候选人。第二步，各州代表投票选举本党总统候选人。待 50 州均完成提名后，

各州代表开始进行投票。仍由大会秘书顺次呼叫各州，州代表团发言人应声而起，根据本州代表对候

选人预备人选的意见，口头宣布“本州全部若干张选票一致投举某人”或“本州若干张选票投举某甲，

若干张选票投举某乙”。民主党、共和党两党均要求候选人预备人选获得过半选票方可当选本党的

总统候选人。
此外，一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往往取决于总统候选人的意志。后者主要从协调党内因竞选而产生

的矛盾或调整全国选区的失衡状态出发，向全国代表大会推荐副总统候选人，由大会同意而决定之。
以上美国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选举程序，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表明总统所拥有的“帝王般”的

权力: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名义上是确定本党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但实际上最重要的还是总统候选

人; 更不必说党的总统候选人通过民主选举当选后直接任命政府主要官员，职权覆盖几乎所有的行政

机构，核心人员有几百人，总人数高达 3 000 到 5 000 人了。这样的选举制度和任命制度，直接导致大

量缺乏从政经历、未经充分履职锻炼和考验的人被任命为重要部门负责人，②甚至包括副总统。
而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则与此有着本质的不同。实际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只是中国政治

家集团完整产生过程的第二阶段。中国政治家集团是先后按照两大党内民主机制，经过严格的、多次

的民主推荐筛选和民主预选选举的过程产生的，是真正的逐级锻炼、阶梯培养，层层选拔、长期考察，

好中选优、优中选强。
中国政治家集团产生所依靠的两大党内民主机制，一是选贤任能民主推荐机制，在对干部素质进

行全面、深入考察的基础上确定政治家集团候选人预备人选; 二是党的代表大会民主选举机制，先是

通过地方党的代表大会通过差额选举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后是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通

过差额选举正式产生党的政治家集团，即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其中: 选贤任

能民主推荐机制，主要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由中央“两委”人选考察组实施。考察组在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直接领导下，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按照政治家的标准选拔“两委”人选。在

党的十八大召开前，胡锦涛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全体会议，确定了做好党的十八

大“两委”人事准备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从 2011 年 7 月到 2012 年 6 月，中央先后派出 5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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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前任财政部部长亨利·保尔森为例，1970—1974 年任美国国防部长幕僚助理; 1974—2006 年先后担任高
盛芝加哥分部主管合伙人、高盛美国中西部投资银行地区主管合伙人、高盛总裁兼首席运营官、高盛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2006 年 6 月到 2009 年 1 月担任美国财政部长，担任财政部长前从政经历仅 5 年。相比之下，中国国务
院财政部长谢旭人，自 1984 年任浙江余姚县副县长，曾任浙江省计经委副主任等职; 1990 年起在财政部任职，至
1998 年任财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后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行长、党委书记，中央金融工委副书记，国家经贸委副
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党组书记。在担任财政部长前已从政 23 年，其中在财税系统工作 17 年。



考察组，分赴 31 个省区市和 130 个中央国家机关、中央金融机构、在京中央企业进行考察; 中央军委

派出 9 个考察组分赴全军和武警部队各大单位进行考察; 之后根据需要又对个别人选进行补充考察。
在考察过程中注重考察人选的思想政治素质、工作能力、工作实绩、作风情况和廉政情况，经过深入考

察，提出“两委”人选遴选对象，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提出供十七大主席团会议审议的“两委”候

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提供了主要参考。2011 年下半年以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又先后召开 11 次

会议，专题听取各考察组汇报，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两委”人选建议名单。①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民主选举机制，集中体现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通过无记名投票和差额选

举产生新一届“两委”成员。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民主选举又分为两步，先预备选举，后正式选举。以

党的十八大为例: 2012 年 11 月 10 日，十八大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七届中央政治局

提出的建议名单，提交全体代表酝酿。大会期间，11 月 11 日、12 日以各代表团( 共 38 个) 为单位，对

十七届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选

人建议名单进行酝酿，除了建议名单附上的基本信息之外，还有更详细的个人简历资料供代表参阅。
按照大会选举办法的规定，预选采用差额选举办法，其中提名十八届中央委员候选人 224 名，差额数

19 名，应选 205 名，差额比例为 9． 3% ; 提名中央纪委委员候选人 141 名，差额数 11 名，应选 130 名，

差额比例为 8． 5%。12 日下午，本文作者胡鞍钢在北京市代表团参加了预选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
之后，在人民大会堂在总监票人、监票人的监督下，公布预选统计结果，并于 11 月 13 日经大会主席团

第三次会议通过，将中央委员会候选人预选时落选的 19 人列入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人选名单。同日

上午，根据选举规定，代表对提名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 190 名再次酝酿和预选，其中差额数 19 名，应

选 171 名，差额比例为 11． 1%。② 13 日下午，大会举行各代表团分组会议，酝酿主席团第三次会议通

过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纪委委员候选人名单，为正式选举做准备。11 月 14 日上午，举行

正式选举，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纪委委员采取等额选举。出席大会的 2 307 名代表和特邀代

表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分别公布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不赞成计票结果。最后正式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从十八届“两委”的选举程序看，先后经过了大会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

各代表团预选、大会主席团第三次会议通过候选人名单和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正式选举共计四轮选

拔和确定，方得以产生。如果将产生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地方及中直部门等党代会选举环节也计入

在内，③全党围绕“两委”产生共需进行五轮选举和会议工作。而美国则没有类似严密的民主选举过

程。美国总统行政班子的主要部门负责人，其任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基于获任人在总统选举过程

中的贡献，而不是基于其在相应岗位上真正具有足够的经验和历练。这也是中国政治家集团在治党

能力、治国绩效、治军水平上区别于和优秀于美国总统个人工作班子的原因所在。
颇为讽刺的是: 西方学者一贯认为中国是“一党专政”，中国共产党只是自上而下政治任命，不是

自下而上民主选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不是民主政治而是专制政治; 许多国内学者也将美国的选举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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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新华社:《肩负人民重托 开创美好未来———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诞生记》，
2012 年 11 月 15 日，http: / /cpc． people． com． cn /18 /n /2012 /1115 /c350837 － 19583620 － 1． html。
党的十六大“两委”选举差额比例在 5%左右，十七大“两委”选举差额比例都超过了 8%，进一步扩大了代表的选
择权。候选人名单中，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中继续提名的 188 名，占 50． 7% ; 新提名的 183 名，占 49． 3%。
十六大选举产生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人员中继续提名的 26 名，占 20． 5% ; 新提名的 101 名，占 79． 5%。参
见《为了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党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诞生记》，《人民日报》2007 年 10 月 24 日。
党的十七大代表的产生，需要先后经过推荐提名、组织考察、确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单并公示、确定代表候选
人预备人选等准备工作，再召开党代表大会或党代表会议( 工委扩大会议) ，以差额选举方式正式选举产生出席
党的十七大的代表。参见新华网: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
politics /2007 － 08 /02 /dbmd． htm。



治美化为世界“民主模范”。但即使是在民主形式和民主程序上，作为美国两党政治基石的民主党、
共和党，其全国代表大会恰恰在选举环节远不如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从选举结果看，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圆满完成了会议议程设定的选举任务，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由 376 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委员会( 205 名中央委员和 171 名候补中央委员) 和 130
人组成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形成了规模超过 500 人的新一届中共中央权力机构; 紧随党的全

国代表大会之后召开的十八届一中全会还选举产生了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中央委

员会总书记，通过了中央书记处成员，决定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从而最终确定了中共中央六大机构

规模达 53 人的新一届领导班子。而实际上，中国的政治选举过程至此还没有全部结束，还要待到

2013 年 2 月召开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推荐国家主

要领导机构的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①还要向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一次会议提供全国政协领导人员

人选建议名单。从选举程序和形式看，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共采取了预备选举、无记

名投票选举和差额选举等多种形式。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所进行的政治选举，不是选一个人，也不是选两个人，而是先

选出一个中央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这就在民主的质

量上大大超越只选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候选人的美国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所进行的政治选举同时还是有( 选) 上有( 选) 下的选举，是严肃严谨的、实实在在的民主，根本不同于

美国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口头表决、你唱我和的“表演民主”、“游戏民主”。

三、全国代表大会纲领文献比较

根据《党章》第十九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一项职权为听取审查中央委员会的报

告( 简称“党代会报告”) 。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党代会报告，都明确提出了发展蓝图和行动纲领，是

非常经典的、“为民执政”的执政党报告。但对美国，无论民主党或共和党都是“选举政党”，②其全国

代表大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各自的“总统竞选纲领”，以让本党总统候选人赢取下一个任期

而不是真正提高人民福利为宗旨，完全是“政党服务于竞选”。诚如美国学者 Ｒobert Franklin Engle 评

论道:“当中国正在为下一代设计五年规划时，而美国( 政治家) 只有为下一个选举的计划。”③

下面，对 2012 年美国两党通过的竞选纲领④和 2012 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做一比较。
从篇幅上看，美国民主党官方公布的竞选纲领正文共计 40 页( 16 开本) ，是作为 2012 年全国代

表大会会议材料册的一部分对外公布的; 共和党官方公布的竞选纲领文件则为单独的正式文本，共计

62 页，其中正文部分计 54 页( 16 开本)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篇幅计 59 页，共 28 000 余字( 32 开

本) 。⑤ 两者篇幅无太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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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建议名单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成员，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及其组成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及委员，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
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 等: 《当代比较政治学: 世界视野》( 第 8 版) ，杨红伟 等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第 858—859 页。
Andy Stern:《中国有计划经济 美国也应该有》，见《华尔街日报》( 中文版) ，2011 年 12 月 2 日。链接: http: / /cn．
wsj． com /gb /20111202 /opn073713． asp? source = whatnews。
民主党 2012 年竞选纲领来自 http: / /www． nytimes． com / interactive /2012 /09 /04 /us /politics /20120904 － DNC － plat-
form． html，共和党 2012 年竞选纲领来自 http: / /whitehouse12． com /republican － party － platform /。
参见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八
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



从内容上看，2012 年美国两党竞选纲领与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比较，美国民主党 2012 年竞选

纲领主标题为“让美国前进”( Moving America Forward) ，共和党 2012 年竞选纲领主标题为“我们相信

美国”( We Believe in America) ;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的主标题是“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美国两党竞选纲领的主标题简洁但十分空泛，吸引眼球但

空洞无物，是典型的竞选口号。而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的主标题核心观点和核心目标一目了然，既

明确了中国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又提出了 2020 年核心目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是一个真正

的为民执政纲领、治党治国的施政纲领。
美国两党的竞选纲领正文内容庞杂，包罗万象，更像一个大杂烩; 治国逻辑较混乱，政策优先次序

不清晰; 文采文思口号多，应对挑战实质内容少; 各种目标眼花缭乱，缺乏客观依据; 承诺十分诱人，缺

乏实现途径; 政策五花八门，缺乏实践可行性。作为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却没有为其向世界出口金融

危机而自省; 作为世界“民主旗手”和世界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却没有为其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

争等战争错误做出反省，共和党甚至在竞选纲领中提出“要支持美国价值观和美国文化的扩展，并促

进其在中东的扩张”，①对外政策始终显示出美国霸道、世界霸权的一贯特征，与世界和平、平等与发

展的大势背道而行。
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正文内容具有较充分的实质性、操作性和极强

的条理性、逻辑性，主要包括: 第一是对过去五年工作进行回溯和自我评价，②反映新的重大成就，总

结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第二是进一步回顾和总结中国发展道路和现代化历史进程; 第三是阐述

中国的发展理论、发展理念和发展原则，堪称为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和发展政治学; 第

四，精心设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明确提出阶段性发展目标、发展战略; 第五，详细部署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现代化总体布局; 第六，开创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第七，创新“一国两制”实践、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 第八，向世界阐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 第九，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这就成为中国共产党

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就关键词、基本框架和具体内容来看，美国两党竞选纲领的关键词更多地从迎合选民耳目的考虑

出发，内容框架的条块设置缺乏逻辑性和体系性，而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的关键词则概括了历史经

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理论体系) 、发展理念( 科学发展观) 和阶段目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彼此关联，内容框架统分清晰，逻辑严整。这也就生动体现了中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召开会议根本

宗旨、根本目标上的截然不同: 美国两党竞选纲领本质上是信奉“选票为王”，什么样的表述更有利于

抓住选民，就在竞选纲领中采用什么样的表述; 而中国共产党及党代会报告本质上是“执政为民”，提

出实实在在的行动纲领、宏伟蓝图，全面部署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

设，要形成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经得起实践检验、经得起人民检验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反观美国两党的总统候选人竞争，不仅是“金钱大战”，看谁财大气粗; 还像“斗鸡大赛”，在辩论

会上双方火药味十足，寻找对方弱点，相互攻击，相互拆台。既是“金钱民主”，比金钱实力; 又是“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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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美国共和党 2012 年竞选纲领，第 46—47 页。
我们根据目标一致性方法，对 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提出的 2020 年目标做了中期评估。根据曾培炎对党的
十六大报告 2020 年目标的说明: 到 2020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两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7． 2% ，2020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3 000 美元以上，大体相当于当时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城镇化率每年
提高一个百分点，到 2020 年城镇化率超过 50%，农业从业人员比重到 2020 年降到 30% 左右。参见曾培炎:《新
世纪头二十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79—80 页。
我们的评估是: 上述目标在 2000—2011 年实现程度为: GDP 为 2． 96 倍，完成率为 74% ; 人均 GDP 为 2． 11 倍，完
成率为 52． 5%，年平均增长率 11． 2%，2011 年为世界 120 位( 215 个) ; 城镇化率为 51． 27%，完成率为 102． 5% ; 农
业从业人员比重为 34． 8%，完成率 76%。基本结论是: 主要指标全部提前完成。



鸡民主”，比口才实力。其结果却是“两败俱伤”，成为美国民众对立、社会撕裂的重要诱因。诚如奥

巴马在 2012 年 1 月 24 日所言，“我承认，今晚正在收看我的讲话的人们对税务和债务、能源和医疗保

健等事项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不论他们属于哪一个党派，可以断定此时此刻大多数美国人都在思考着

同一件事: 今年，明年，甚至后年，华盛顿将一事无成，因为华盛顿四分五裂”。①

四、国家公益性产品

通过以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比较，直接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两党的本质不同: 前者是执政

为民，不断增加国家公益性产品; 后者是“选票为王”，不断损耗国家公益性产品。无论是形式民主、
程序民主，还是内容民主、实质民主，前者都高于并优越于后者。

这里的所谓“国家公益性产品”，是指在全社会范围内提供和保障能够促进和保护全体人民的福

祉、利益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对中国而言，国家的独立与统一、民族的团结与繁荣、天下大治与和谐

社会、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文化发展与文明复兴、环境保护与生态盈余、科学技术创新与知识增长等

等，都是典型的国家公益性产品。国家公益性产品关乎全体人民的福祉和利益，没有这些国家公益性

产品，所有人的福祉和利益都受损。它们就如同我们所呼吸的新鲜空气，既看不见，又摸不着，但是我

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离不开。② 提供国家公益性产品既是“人民公仆”的深刻含义，也是“执政为民”
的深刻含义; 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就没有国家公益性产品，我们全体人民就没有机会再得到过

去几十年的个人福祉和利益，更谈不上未来的福祉和利益。在根本利益上和长远前途上，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之间是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所带来的政治稳定、政治团

结、政治共识，向全体中国人民提供了最重要的国家公益性产品，也形成了构建为全体人民所共同分

享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巨大“合力”。
而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进行的竞选大战就如同零和政治博弈，虽然没有达到“你死我活”的

地步，但却是“你上( 台) 我下( 台) ”的政治结果。因此两党就不可能合作，更不可能在重大问题上做

出政治妥协，而是相互攻击，相互指责，相互拆台，破坏了美国最大的国家公益性产品———“社会团

结”、“国家共识”，人为地造成两党对立，也直接造成选民分裂、社会分裂，使得国家停滞不前。③ 尽

管大选之后社会开始弥合，但是每隔 4 年又重复一次，如同“弥合—对立—再弥合—再对立”的无解

循环。④ 在这个循环中，美国的两党与政客已经迷失了方向，因为他们只关心自己。
我们以实证研究表明: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远比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有更多的

民主形式，更多的民主议程形式、更严格的民主程序、更切实的民主成果，有效地为世界最多的人口国

家提供了最大的国家公益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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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美国总统奥巴马 2012 年 1 月 24 日发表国情咨文，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文稿，参见《参考资料》2012 年 1 月 30 日。
同样的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也是由执政党与政府提供的，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国家公
益性产品和服务。
托马斯·弗里德曼等认为，“现在危险的暗流正在涌动，我们更加清醒: 在 21 世纪的头十年里，大多数美国家庭的
生活状况并没有任何改善”;“美国人普遍有种恐慌，他们觉得自己的国家在走下坡路，未来会更好的美国梦也即
将灰飞烟灭”。见托马斯·弗里德曼、迈克尔·曼德鲍姆:《曾经的辉煌———我们在新世界生存的关键》，何帆 等
译，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年，第 374、352 页。
托马斯·弗里德曼等还认为，“美国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严重的政治分化，最令人悲哀的是当前美国政治不仅充斥
着党派偏见，而且常常偏离正题”，“民主党、共和党两党所带来的只是拖延———坐以待毙”，“扭曲的政治体制已
经不允许我们积极地制定出国家所急需的决定性政策”。见托马斯·弗里德曼、迈克尔·曼德鲍姆: 《曾经的辉
煌———我们在新世界生存的关键》，第 5、7、29 页。



五、制度优势是中国加速追赶美国的力量之源

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换届与美国总统大选的上一次“相遇”，还要追溯到 1992 年。彼时的

美国是不可一世的超级强国，还带头制裁中国。20 年过去了，为什么今天中美政治选举的相遇会引

起全世界的关注? 今天的再次“相遇”比起 20 年前的那次“相遇”，有什么不同?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

是今天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90 年中国是世界第 11 位经济体、第 15 位贸易体;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

大贸易体，是世界第二大科技实力国家，世界第二大综合国力国。今天中国和美国的政治选举不仅会

极大地影响两国的国内事务和长远未来，也会极大地影响世界的事务及长远未来。
这种影响，比 20 年前的中共十四大、10 年前的中共十六大召开时更为明显，也更为深远。这是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先后主

政的两个十年间，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不懈奋斗的结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不断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结果。邓小平曾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

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① 现在看来，不要将国家命运系于一两个人身上这个道理，不仅

对中国适用，对美国也适用。群策群力的中国政治家集团、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确要比“形单影只”
的美国总统具有更杰出的治理能力和更高明的政治智慧。

早在 1980 年，邓小平就曾指出:“中国在经济上文化上落后，并不是一切都落后。一些外国在技

术上管理上先进，并不是一切都先进。我们的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这

个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

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

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②这反映了邓小平同志的预见性和自觉性，也

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道路。
过去的 30 年间，中国共产党既“摸着石头过河”，不断“试错”，又大胆创新，不断“寻优”，很好地

保持了党的制度建设的继承性、连续性、稳定性和创新性。我们已经逐渐建立了更高形式、更具成效、
更切实际的民主制度，特别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这未必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但却是最

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党情的执政党制度，有效保证了“依党章治党”、“依宪法治国”，为全体中

国人民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国家公益性产品”。
按照现行的选举制度，到 2032 年，中国共产党和美国两党的政治选举还将再次相遇。而我们的

研究表明，无论是按汇率法还是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2030 年前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都将达到美

国的两倍以上。③ 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世界第一创新强国，全面迈入人类高发展水平国家

行列，还将建成共同富裕社会和绿色现代化中国。到那时，不知世界特别是西方媒体又会怎样再看待

中国、怎样看待中国共产党? 我们拭目以待。

( 责任编辑: 匡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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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邓小平:《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 1989 年 6 月 16 日) ，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11 页。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1980 年 8 月 18 日) ，见《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37 页。
参见胡鞍钢、鄢一龙、魏星:《2030 中国: 迈向共同富裕》，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62 页。



书书书

ABSTＲACTS

Comparative Studies Between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National Conventions of the
Two Parties of the U． S． A． Hu Angang，Yang Zhusong

Through the perspectives of agenda，political election and programmatic docum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the authors compar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CPC) and the 2012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with the 2012 Ｒe-
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which indicates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bears more various forms，stricter procedures，and

more fruitful achievement of democracy． The system of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is highly compatible to Chinas real condi-
tions，which not only provides all of the Chinese with national public goods，but also narrows the ga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 S． A． ，

creates unique institution of the ruling party worldwide，and indicates the superiority of Chinas system．

Dynamic Impacts of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on International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GVAＲ Model of 33 Countries Zhang Hong，Li Yang，Zhang Ya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not only has direct impacts on domestic en-
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but also imposes indirect effects on global energy and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channel of in-
ternational trades． The impact analysis of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on global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facilitates the
in-depth understandings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economy，energy and emissions，as well as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role and re-
sponsibility of China for the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s． The empirical studies based on 33-country GVAＲ model reveals
that，under the shock from th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global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increase slightly，and
reach the peak in the 2nd year; but the long effect approaches zero; th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U． S． A． ，

Euro area and Japan present positive responses，but India has opposite responses i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as the
evidence of their idiosyncratic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foreign shock． By contrast，th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 S． A． leads to a sub-
stantial increase of the global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and the impacts are 6 times that of China，demonstrating its
leading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channel of carbon emissions and energy consumption．

State，Market and Class in Mass Entertainments———A Political-economic Analysis of Ｒeform-era Chinese Television Drama
Zhao Yuezhi，Wu Changchang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macro-structural analysis of reform-era Chinese television drama industry from a multifaceted framework
that combin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with insights from policy research，production study，and textual analysis，which
examines how state，capital and societal forces in reform-era China have intersected to shape both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s and the-
matic orientations of Chinese television drama in a complex and dynamic fashion． Specifically，the article discusses how the ideolog-
ical orientations of the partys propaganda authorities，the governments constantly readjusted control and regulatory directives，the
profit motives of private capital，the agency of television drama producers and broadcasters，along with the highly active audiences
of a rapidly transforming Chinese society，worked together to create a fluid，complex and multifaceted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cen-
tering on the television drama，making it the most dynamic media industrial form and meaning production site in reform-era China．

Distinguishing 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and Global Journalism———The Innovation of Global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Dai Jia，Shi Anbin

A process through which multiple subjects including individuals，groups，organizations，average citizens，and governments，distrib-
ute information，values and attitudes cross national borders． Starting from the differentiation the two concepts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and
global journalism，this study explores the nature and th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model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and proposes to develop
global communication personnel to adjust to the new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of network society，as well as to realize global govern-
ance． And to achieve this goal，the urgent task is to protect press freedom and free exchange of public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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