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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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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在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

发展中，实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多方面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历史与现实的一脉相承，是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是中国政治民主的独特形式，是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选择和有效途径。
【关 键 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 必然性 合理性

【作者简介】覃辉银( 1969—) ，男，湖北利川人，政治学博士，华南理工大学思想政治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广东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课题“协商民主与中国政治发展研究”( j2tzN6131070)

【收稿日期】2013 － 12 － 30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 5455( 2014) 01 － 0104 － 06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

式，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立足

于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展现

了中国特色的民主形态和民主道路，推动了我国的

政治发展，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

优势，是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新贡献。坚持和发

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我国推进政治体制改

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议程。党的十八大

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要完善协商

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
度化发展”。从理论上深入探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建设中实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必然性和

合理性，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道路的认识，推进政治民主理论创新，在实践中坚

持和发展人民民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政治制度。

一、协商民主的思想基础: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 一)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

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

策略问题时指出: “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

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①“革命的工人政

党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关系是: 同小资产阶级民

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 而在小

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为自己而巩固本身地位的一

切场合，工人政党都对他们采取反对的态度。”②“正

如民主派同农民联合起来那样，工人也应当同农村

无产阶级联合起来。”③“工人阶级政党在一定的条

件下完全可以利用其他政党和派别来达到自己的

目的，但是它不应当隶属于其他任何政党。”④马克

思还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

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

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⑤ 列宁进一步阐述道，无产阶

级专政是“人民这个大多数享有民主，对人民的剥

削者、压迫者实行强力镇压，即把他们排除于民主

之外———这就是民主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

渡时改变了的形态”⑥。“无产阶级决不应该把其他

阶级和政党看作‘反动的一帮’，恰恰相反，它应该

参加整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应该支持进步阶级

和进步政党去反对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党。”⑦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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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307 页，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 367，372 页，人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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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还强调，社会主义革命需要无产阶级

政党的领导。“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

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 马克思和我从 1847 年

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 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

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

党。”①

正如刘学军指出，人民政协理论继承和发展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中有关民主的国家

形态和人民主权思想、有关权力监督的思想、有关

政治民主向社会民主回归的思想。“人民政协理论

所涉及的人民政协性质、地位和主题的内容，直接

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相关思想，

并以人民政协这种特殊的国家制度和政治体制组

成形式创造性地实践着这些思想。”②总之，人民政

协理论植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既坚持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又具有鲜明的中国

特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

和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

论成果。
( 二) 协商民主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

质要求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

民。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

核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

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共产

党始终高扬人民民主的光辉旗帜。建设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究其实质而言，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在我国，人民民主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

式和独特优势。协商民主的基本含义是指协商主

体通过自由平等的公共协商参与决策。“协商民主

指的是自由平等的公民，基于权利和理性，在一种

由民主宪法规范的权力相互制约的政治共同体中，

通过对话、讨论、辩论等过程，形成合法决策的民主

形式。”③在长期的实践中，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形成了从国家形态到社会形态的立体式协商网络，

主要有四种形态: 一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决

策过程中与各民主党派的直接协商和在人民政协

中协商。二是国家政权机关的立法、施政协商，主

要包括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协商和政府与社会的

协商对话。三是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基督和

参政议政。四是基层民主协商。人民利益根本一

致是开展协商民主的最大政治基础; 吸收各方意

见、集中各方智慧，使决策和举措更加科学、合理，

是协商民主的一个重要特点; 团结尊重和谐是协商

民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是协商民主的重要保证。
协商民主充分体现于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

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
层群众自治制度和其他制度形式之中。党和政府

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

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运用国家、社会、基层的

各种协商形式，鼓励不同的协商主体就经济社会发

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

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促

进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政治决策的科学化。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的本质要求，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继承和发扬

中国优秀政治文化传统; 既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

原则和领导制度，又肯定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地

位; 既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又发挥各党派团体、各
族各界人士作用。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在民主运

行机制、协商原则、制度载体、思想渊源、实践形式

等方面不同于西方民主。这种机制可以避免多数

暴政和间接民主对个人权利的漠视; 弥补选举民主

固有的局限性; 摈弃对抗性政治竞争的弊端; 有助

于克服有限理性，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使广大人民

享有广泛、平等、真实的政治权利; 体现了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

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协商民主的历史逻辑:

历史与现实的一脉相承

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政党完成民主革命和社

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战略、策略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统一

战线建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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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685 页，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刘学军:《人民政协理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继

承和发展》，2012 －02 －13，http: / /www． cppccnews． com/mnews
/msg /Vkhc123456c5ndtVVsZ72ddMCdP8ga123456aa123456a。
陈家刚:《协商民主研究在东西方的兴起与发展》，载《毛泽

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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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

情出发，深刻地阐述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和可能性。党的三大提出了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

线的思想。党的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坚持无产

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的思想。1926 年前后党

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抗日战争时

期，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发展成熟。新民主主

义的政治纲领是: 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

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1940 年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了“三三

制”的政权组织政策，其实质就是为了反对在党内

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实行更广泛的民主政

治，建立一个包容性更强、代表性更广泛的政权，以

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三三制”政权，

“一个就是共产党不一定要在数量上占多数，而争

取其他民主人士与我们合作。任何一个大党不应

以绝对多数去压倒人家，而要容纳各方，以自己的

主张取得胜利。第二个特点就是要各方协商，一致

协议，取得共同纲领，以作为施政的方针。”①“三三

制”政权组织形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协商民主的

早期成功实践。1941 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

会的演说》中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

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

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 权

利。”②1948 年建国前夕，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

号，号召成立各阶级的民主联合政府。1949 年毛泽

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 “我党同

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

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

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

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

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

作上做出成绩来。”③

新民主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先

后经过了四个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共产

党一方面团结一切积极的力量，秉持协商合作的精

神，不断巩固和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坚持

独立自主的原则，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

上的独立性。中国共产党长期的协商民主传统，蕴

含着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萌芽。
1949 年建国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协

商民主的经典事件，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

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

确立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人民民主统一

战线的组织形式的地位。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

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

重要机构，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60 多

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人民政

协工作，坚持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纳入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总体布局，推动人民政协事业不断发展完

善，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人民

政协融协商、监督、合作、参与于一体，发挥着协调

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作用，极大

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涵，成为我国政治体

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在继

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断朝着

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发展，形式越来越多样化，

内容越来越广泛深入。

三、协商民主的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列宁指出:“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

样( 这种上层建筑在阶级消灭之前，在无阶级的社

会建立之前，是必然存在的) ，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

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

的。”④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作为一种调节社会经济

利益关系的机制，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

观要 求，同 时 服 务 并 推 动 了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建设。
协商民主作为政治的上层建筑，受制并服务于

经济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工人阶

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

遭受着“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各革命阶级在政

治上的协商合作起源于这个社会经济基础。建国

后的过渡时期，中国社会经济中存在着五种成分，

因而当时的新中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

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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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253 页，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809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437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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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选集》，第四卷，第 405 页，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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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任何一种民主的本质、内容和形式，都是由本

国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并且都是随着本国经济文

化的发展而发展的。”①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

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

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的分配制度，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
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市场经济的发

展催生了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社会结构出现

新变化。经济主体、产业结构、发展水平、利益取向

的多样化以及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阶层

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加大，使得社会利益结构和利

益关系越来越趋于复杂化。这种经济结构的多样

性必然反映在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中。
一方面，协商民主满足了市场经济多元利益主

体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诉求。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以其开放性和包容性吸纳了所有政治行为主体，拓

宽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和方式，保障了民主的真

实性和广泛性。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决策机制，无论

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都发挥了扩大参与、赋

予决策合法性、规制行政权力和协调利益分歧等重

要作用，促进了经济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统筹

兼顾，推动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

地发展。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协商民主

的物质技术基础和观念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确立，调动了人们的生产劳动积极性，极大

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的繁荣和物质财

富的增长，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客观条件。
以因特网为主要载体的信息技术革命，为协商民主

提供了技术支持，使得政治协商突破时间和空间的

限制，实现了协商手段和方式的创新。同时，市场

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和法治经济，培育了人们自

由、平等、理性、法治、多元、开放、公平竞争和维权

的意识，提高了人们的政治素养和政治参与水平，

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培养了适配的社会主体。

四、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

传统政治文化和多元分化的社会结构

( 一)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孕育于传统的“和合”
文化精神，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社会具有悠久的“和合”文化传统。《论语

·学而》中曰: “礼之用，和为贵。”《孟子·公孙丑

下》中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庸》
中曰:“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梁漱溟认为: “中国

文化是以意欲自 为 调 和 持 中，为 其 根 本 精 神。”②

“和”与“民本”的传统政治文化，“它对多样性和多

元化的肯定以及对多元共存和发展的强调，与现代

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具有一定的契合性，这种文化

基础为协商民主政治的确立提供了良好的精神资

源和文化背景”③。协商民主兼顾各方，主张求同存

异，追求共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精神。
( 二) 当今社会结构多元分化和利益诉求的多

样性构成了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进入了新型工

业化、市场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国际化

同步发展的新阶段，正处于社会转型和社会矛盾凸

显期。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

值取向呈多样性和差异性并存的局面，催生了公民

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自立意识、参与意识、竞争

意识和公平意识。市场经济主体向多元化发展，经

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利益结构正经历着深刻的分化

组合，“呈现出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来源多样化、
利益差距扩大化、利益矛盾复杂化等特点”④。“协

调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处理社会问题、维持社

会稳定等方面任务比较繁重。在当前经济体制深

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
想观念深刻变化的特定发展阶段，协商民主工作越

来越受到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⑤

“协商民主视公民为民主制参与的主体，强调普遍

的公民参与、民主的协商性、协商的平等性、公开性

和责任性等。其核心要义在于以公共理性为基础

的公共协商，其主要目标在于利用公共理性寻求能

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公民愿望的政策，具有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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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公开性、责任性、政治合法性等显著特点。”①

“协商民主强调社会各界和公民自主而理性地参

与，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形成决策，使公民在政府决

策、政府施政、政府监督、社会治理等各个环节获得

更多的参与权。充分发挥协商民主，有助于决策的

正确性和合理性，有助于形成全社会的理解与共

识，有助于增强人民群众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加强

协商民主工作，通过科学的程序协调各方利益，化

解各种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在解决当前面临的社

会发展问题中大有可为，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②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广泛性和包容性，有利于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解利益矛盾，健全政治体制，

稳定社会秩序，适应了社会结构复杂化和多元化的

特点，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必然选择。

五、协商民主的发展前景:

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选择和有效途径

我国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

方向。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

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紧

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

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

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以保证人民当家

作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

本政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

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

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

监督，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

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加强政治制度建设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健全社

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

化发展。林尚立指出，选举民主倾向于竞争，而协

商民主倾向于效率。我国的实际政治国情决定了

我国不能够主张政治的多元化，竞争性的民主就不

可能成为首选的价值偏好。“未来中国民主政治建

设中民主程序的价值偏好就很自然地会趋向协商

性民主。”③陈剩勇指出:“中国是一个政府主导性的

国家，引入和倡导协商民主，建构公共协商机制，通

过各方平等自由的对话讨论和协商的过程，达到利

益表达，利益协商和利益实现，应是当前中国民主

政治发展的首选价值。”④

1． 协商民主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

作主的有机统一。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

提高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把加

强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扬民主结合起来，通过民主协

商、决策咨询等方式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协调性，保

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执政党要加强同各

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认真听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

人士的意见和建议，以及以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的重大问题和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重点广

泛开展社会协商，认真听取群众意见，集思广益，把

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

各项建设上来。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制度，是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条路径。协商民主是

坚持和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一种体现。
2． 通过协商民主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

俱进。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

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同时要推进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如完善人大工作

机制，通过座谈、听证、征求意见、评估、公布法律草

案等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通过询问、质询、
专题调查、备案审查等形式积极回应社会关切，通

过建立健全代表联络机构、网络平台等形式密切代

表同人民群众联系。
3． 拓宽政府部门的协商渠道，强化权力运行制

约和监督体系，提高行政管理和服务水平。完善体

制改革协调机制，统筹规划和协调重大改革，增强

政府部门与人大和司法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提高

国家机关的执行效率。推广政治协商，创新行政管

理方式，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

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凡是涉及

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就重

大问题和重要民生问题开展广泛协商，贯穿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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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
法决策。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

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

权、表达权、监督权，健全行政问责制。健全党内监

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机制，运用和规

范互联网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

运行，建设廉洁政治。
4． 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

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完善人民政协制度体

系，规范协商内容、协商程序。重点推进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更好

地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拓展

协商民主形式，更加活跃有序地组织专题协商、对

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增加协商密度，

提高协商成效。健全委员联络机构，完善委员联络

制度。发挥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要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

族各界人士的政治协商，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完

善民主党派中央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制度。
5． 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确保公民有

序政治参与。畅通民主渠道，健全基层选举、议事、
公开、述职、问责等机制，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推

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保障人

民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中依法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促进良好治理

和社会和谐。健全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加强

社会组织民主机制建设，发挥基层各类组织协同作

用，实现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有机结合。
6． 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

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

程序，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增强民主协商实效

性。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

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
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

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更加注重突出

人民政协界别特色，主动了解反映社会各阶层的合

理利益诉求，更好地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建立健

全决策咨询制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的两翼，共同保障了人民的民主权利。社会主义协

商民主是中国政治建设的重要路径，是深化政治体

制改革、推动政治发展的现实选择和有效途径。要

不断完善各种协商形式，扩大民主的范围，丰富民

主的形式，提升民主的层次，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
层、制度化发展，引导社会各界运用政治协商平台，

合理表达意志，行使民主权利，引导人民群众合理

有序地政治参与，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上来。

【责任编辑: 于尚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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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ut-of-field Intervention in Chinese Social Contention in Internet Era———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Wukan E-
vent” ( by WANG Jin-hong，LIN hai-bin)

Abstract: In the era of the internet，contentious actors have diversified，including direct participants，witnesses and out-of-field interveners． Out-
of-field interveners have not yet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researchers．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Wukan Event”，we found that the out-of-field inter-
veners are not passive bystanders，but ones with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rect participants． Out-of-field interveners also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contentious events． They attained that mainly by gaining more say with the help of the multiple channels of information，and then having an in-
fluence on the appeal and issues of present social contention，expanding the contentious space in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mensions． For these，out-
of-field interveners can play a role on shaping contentious repertoires indirectly，avoiding excesses，balancing power between the different people on pres-
ent contention． According to research，out-of-field intervention is a new trend in the current social contention of China，and also a new perspective that is
indispensable for research of contention．

Key words: out-of-field intervention; out-of-field interveners; social contention; contentious repertoires

The Mixing of Social Conten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A New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ing Civil Action
( by DAI Lin-li)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briefly reviews the limitation of two major approaches to civil action research，then asserts that we should try to under-
stand the feature that is demonstrated by the blending of social conten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ong civil actions in present China． The paper puts
forward a new framework of interpretation which may be called“contention-participation”． This new framework of interpretation includes two models: con-
tentious participation and participant contention． It demonstrates the causal mechanism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contention-participation”actions by
analyzing two typical cases． On the basis of that，we suggest that we should improve the level of civil action by making further mixing of social conten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contention-participa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ontentious participation; participant contention; civil actio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by QIN Hui-yin，Fu Mei)

Abstract: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s the distinctive form and the unique advantage of the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 in China． Why the socialist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s adopted in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s due to many aspects of inevitability and rationality． Delibera-
tive democracy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and it has come down in one continuous line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It is the need of social-
ist market economy，a unique form of Chinese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the realistic choice and effective way of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in China．

Key words: socialist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cessity; rationality．

A Study on the Spillover Effects between EU EUA Market and CEＲ Market ( by LIU Ji-xian，XIE Sai-sai)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s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pillover effects between EU EVA carbon trading market and CEＲ carbon trading

market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of symmetrical spillover effects． This theoretical hypothesis is tested by Granger causality test，
VAＲ model，MGAＲCH-BEKK model．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is refused． It exerts dissymmetric spillover effects be-
tween the EUA market and the CEＲ market． On the aspect of income spillover，the EUA market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spillover effects on the CEＲ mar-
ket，however the CEＲ market has no significant spillover effects on the EUA market． On the aspect of volatility spillover，there is a two-way negative vola-
tility spillover effects between EUA and CEＲ markets． But the EUA market has a stronger volatility spillover effects on the CEＲ market． The paper analy-
ses the reason why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is rejected by empirical results and proposes some advice to our government．

Key words: carbon trading market; spillover effects; Granger Causality Test; VAＲ Model; MGAＲCH-BEKK Model．

Path Diversification of Workers' Ｒights Protec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Policy Comparison
( by HUANG Yan，DING Xiao)

Abstract: Chinese labor relations are facing fierce transformation，and traditional nationalism protection model has been challenged harshly． The
employment system of different nature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labor protection，labor policy in the context of new public management movement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trend of workers' rights protection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more and more complex participation subjects． The traditional pat-
tern for solving labor relations by the government，trade unions，and workers was broken，and global civil society，consumer movement，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and the media have been involved．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on Chinese labor relations，summarizing the
challenges to Chinese traditional national legislation and rights protection of trade unions brought about by path diversification of workers' rights．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labor policy; protection of workers' right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Adaptation Capabilities of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Ｒeciprocal Determinism”
( by ZHANG Jing，WANG Jin-yun)

Abstract: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faces adaptation issue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including economic，cultural and psycholog-
ical aspects． Based on Bandura＇Ｒeciprocal Determinism theory，the present study shows“four-level”training mechanism: ( I) At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9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