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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协商民主理念在群众利益维护新机制的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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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形势下，受主客观因素影响，党和国家在维护群众利益方面面临极大困境与挑战。协商民主与维护群众 

利益密切关联，通过多主体间的协商，能为群众利益维护带来效能、秩序、公平正义以及合法性认同等方面的实 

质功效。群众利益维护新机制中协商民主理念的有效嵌入，需要在理念培育、平台建构、制度保障、氛围塑造等 

方面予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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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群众利益是党和国家执政的法宝，也是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马克思有言， “人们奋 

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 [1](82) 我国以 

人民群众利益维护的执政价值，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 

人民群众是历史缔造者科学论断的充分验证，同时也 

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本质巨大优势的真实体现。 

近些年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逐步深入， 

社会阶层、利益结构特别是群众需求较以往所发生的 

快节奏变迁，造成部分地方在群众利益维护方面出现 

系列“不适应” ，实然利益维护与应然利益需求之间张 

力不断显现，由此所引发的“上访”“群体性事件”也 

屡见不鲜。创新是时代灵魂，也是制度永葆不竭的动 

力，消解现实群众利益维护困境与障碍，有赖于群众 

利益维护机制的不断创新。在现实民主发展不断深入 

进程中，鉴于利益维护与利益需求的张力显现，嵌入 

西方协商民主理念，通过主客体之间的协商，使广大 

人民群众纳入利益维护过程之中，不仅可以有效了解 

群众需求，提升群众利益维护效能；同时可以强化人 

民群众在利益维护中的主体性地位，增添不同主体间 

的沟通与团结，从而为党和国家的合法性执政以及和 

谐社会构建扎实群众保障。 

一、 新形势下群众利益诉求困境与挑战 

利益是人们生存所需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等方面资源，是一切社会主体行为的动因。国家产生 

之前，生产力落后和社会组织化程度极低，社会人们 

的利益相对简单，利益的实现与维护更多依赖于个体 

自身和氏族部落等原始公共组织来得以达成。国家产 

生之后，社会人们的利益需求较以往有了扩展，国家 

作为最大社会组织，掌握着庞大社会资源，是人们利 

益实现和维护的“控制器” 。按马克思主义国家观，阶 

级统治乃国家之本质，实现和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乃其 

本质实现之根本。因此，可以说，任何国家的过程， 

总是其统治阶级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利益的实现 

与维护过程。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的 

国家诞生，实现和维护广大群众利益也由此成为国家 

神圣使命。这既是我国历代领导人不争的共识理念， 

同时也是国家执政经久不衰的重要法宝。早在 1945 

年毛泽东就提出“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 

人或小集体的利益出发” [2](1094) 的重要思想，认为“共 

产党人的一切言行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 

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为最高标 

准” 。 [2](1096) 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基 

础上，将“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三个 

有利于”作为衡量各项工作的最高标准。江泽民在科 

学判断新形势基础上，提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 

益”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其中之一。2003 年 

胡锦涛“七一”讲话，进一步提出“群众利益无小事” 

的重要思想，并倡导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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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所谋的群众利益观。 

群众利益至上的执政理念，为人民当家作主本质 

国家的实现提供了方向与路径。同时，如陈云同志所 

言： “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 

益。 ” [3](175) 人民当家作主国家本质的实现，更取决于 

实践中群众利益实现与维护的有效落实。总体而言， 

新中国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所 

取得的丰硕成果，既是广大群众智慧的结晶，同时也 

成为广大群众利益实现的可靠保障， 现实中群众物质、 

精神、文化、社会等生活水平的良好状态与提升态势， 

充分证实了国家执政在群众利益实现与维护方面的程 

度与决心。然而在具体层面，伴随着改革开放及市场 

经济体制的深入，我国在社会结构形态、个体发展状 

态、社会发展路径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迁，实现与维 

护群众利益也相应面临着巨大挑战与困境。 

（一）群众利益诉求多元化趋势明显 

传统计划体制下，各社会阶层比较固定，群众利 

益以单位或集体的载体形式体现出来，单一性和趋同 

性极为明显，对于党和国家而言，回应相对同一的利 

益诉求更容易做到有的放矢，确保群众利益的有效实 

现。市场体制下，社会阶层分化明显，群众利益多元 

化和差别化问题十分突出，加上人员流动增加、单位 

结构转化、集体意识松散等原因，造成党和国家在回 

应利益诉求时难度更大。 

（二）群众利益诉求意识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各方面的综合发展，其中 

体现之一就是社会大众自主意识的增强，表现在利益 

诉求方面，就是群众利益诉求态度更为积极、利益诉 

求个性更为鲜明、利益需求满足更为丰富、利益诉求 

方式更为激进。应该说，作为利益维护对象，广大社 

会民众利益诉求意识的提升既是民主政治发展的要 

求，更是党和国家有效实现和维护群众利益的必备前 

提。然而，高程度的利益诉求意识需要有高效率的利 

益回应机制，就我国目前制度化利益回应机制而言， 

还难以有效适应这一要求，从而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 

非制度化的利益诉求倾向与行为。 

（三）群众利益诉求渠道滞后 

诉求渠道是群众利益得以实现的桥梁。 一直以来， 

我国群众利益诉求渠道以代表、信访、单位、人民来 

信等方式为主，在社会结构相对单一和固定形势下， 

能较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然而，伴随市场体 

制深入，社会结构复杂化、阶层多样化、利益多元化 

趋势明显，带来传统利益诉求渠道困难重重，难以承 

载多元化与多样化的利益需求，如代表的利益代表性 

问题、信访中的选择性治理问题、单位集体利益功能 

弱化问题以及人民来信的互动性问题等等。 

（四）群众利益维护程度不均 

计划经济为主背景下，群众利益维护更多来自党 

和国家的集中统一安排，社会各阶层利益分配与实现 

公平程度较高。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市场经济 

体制不断深入，资源配置由计划调节转向以市场调节 

为主，其在带来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出现了利益多元和差距逐渐扩大趋势，社会利益分 

配不公现象较为突出。此外，作为群众利益维护者和 

利益差距的协调者，相关政府在其职能履行过程中因 

决策不合理、政策不稳定、角色定位不准以及腐败严 

重等原因，造成群众利益维护公正偏差大，不同群体 

利益所得与实现程度不均现象明显。罗尔斯有言：正 

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实践中群众利益维护程度 

上的不均现象，必将对人民当家作主国家本质的实现 

及社会稳定的长久持续产生重大障碍，由此，通过相 

关措施实现群众利益维护的公平与正义，是现实社会 

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协商民主在群众利益维护新机制 

中的功能 

胡锦涛在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人民 

群众看我们党，不仅要看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 

否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而且要看他们身边的党员干 

部是否真心诚意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是否切实维 

护群众权益。新形势下，我国群众利益维护面临的挑 

战与困境，迫切需要在维护机制方面有更新的举措。 

兴起于 20 世纪 90年代的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其所倡 

导多元主体间的协商，为新时期群众利益维护机制创 

新提供了新思路。 

“协商民主”由 1980年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 

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使用，是西 

方 “多元文化社会潜藏的深刻而持久的道德冲突,以及 

种族文化团体之间认知资源的不平等而造成的多数人 

难以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等方面的问题,而对民主本 

质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 。 [4] 现代化是一个多元社会特 

征不断显现的过程，在回应社会多元决策合法性问题 

上，学界提倡的三种方案中，协商民主方式被多数学 

者认为是最具包容性选择 ① 。诚如瓦拉德斯所认为： 

“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 

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 

核心问题。它强调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话 

语的相互理解、辨别所有政治意愿，以及支持那些重 

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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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背景下，伴随市场体制的深入，我国社会结构发 

生重大变迁，阶层多样化、利益多元化特征明显，党 

和国家在群众利益维护方面面临着如何充分协调不同 

利益、实现多元主体共识的新问题。在此方面，西方 

协商民主理论倡导通过多元主体协商最后达成共识， 

从而维护统治合法性的理念与构想，对于新时期我国 

群众利益的有效维护具有重要功能。 

（一）群众利益维护中的效能提升功能 

效能是群众利益维护追求的目标，即在群众利益 

维护中，是否能做到科学与合理、最大程度满足人民 

群众的利益需求。实践中，群众利益维护更多由相关 

政府部门单方操作，容易出现供给与需求不对称造成 

效能低下。信息是决策基础，群众利益维护中协商机 

制嵌入，可以通过听取各方利益诉求与建议，了解不 

同主体的利益需求，做到利益供给与需求信息的充分 

一致，实现信息共享，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协商与辩论 

达成共识，从而为群众利益维护的高效与合理保驾护 

航， “协商民主坚定地支持参与,它认为需要高水平的 

参与,而且其最终目的是使权力运作合理化。 ” [6] 

（二）群众利益维护中的秩序稳定功能 

利益与秩序密切相关，利益维护公正合理，秩序 

稳定性就高；反之，利益维护偏差大不合理，秩序稳 

定性相对就低（如群体性事件等等）。为此，任何社会 

统治要保持持续稳定，必须在利益维护价值与机制等 

方面有较合理的安排。协商机制的嵌入，将群众利益 

维护置于多元主体共同协商的平台之上，通过主体间 

的平等对话与讨论，最后达成利益维护的具体方案。 

在其中，虽然主体观点各异，但协商目标是一致的， 

即以追求公共性为导向， 促成群众利益维护更加高效。 

不同协商主体在协商进程中， 既培育了公共责任意识， 

同时也增进了相互信任与团结， 从而促进了秩序稳定， 

“协商民主重新强调了公民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强 

调对民意质的提升,即应通过不断的对话和协商来使 

各方都能了解彼此的立场,扩宽彼此的心胸,进而把 

私利提升为公利,以弥补代议制民主制度的缺 

陷。 ” [7](242−243) 

（三）群众利益维护中的公平正义功能 

公平正义是现今时代主题，也是党和国家对群众 

利益维护的基本价值追求。现实中受市场、人为、制 

度等影响，群众利益维护在公平正义方面偏差较大， 

如何做到价值与事实的有效统一， 是极为棘手的问题。 

学理上，多元主体间的协商，其最终目标要么是共识， 

要么是高度一致。实然层面，在主体利益多元化形势 

下，通过协商达成高度一致几乎不可能，更多是通过 

主体间的协商、辩论、审议，最后达成罗尔斯所提出 

的“重叠共识” 。同时，不同利益主体要实现“重叠共 

识” ，必须纳入公共理性总念作为协商的主导，即所有 

协商主体者必须以公共理性来指导自身行为， “重叠共 

识”只有在公共理性基础上方可达成。群众利益维护 

中的公共理性原则，要求相关利益主体必须从公共性 

出发，以一种公共道德的理念姿态来权衡自身行为， 

诚然，作为以公共性为基础的公平正义，必将在公共 

理性的氛围中得以充分实现。 

（四）群众利益维护中的合法性认同功能 

现代民主政治框架下，合法性衡量标准取决于人 

民是否同意，即“如果某一社会中的公民都遵守当权 

者制定和实施的法律，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 

就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 

么，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 。 [8](35) 群众利益维护是 

党和国家重要行动指南，也是广大人民忠诚党和国家 

的重要基础，由此，群众利益维护是否合理，是否能 

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赞同，是关系到国家兴衰、执 

政长久的关键。哈贝马斯有言：一旦“合法性系统无 

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 

在必要的水平上” [9](65) 时，就可能得不到公民认可而 

产生合法性危机；同时，当这种合法性危机积累到一 

定程度时，广大公民就会选择不同方式来表达自己对 

这个政治秩序的不满。 群众利益维护中协商机制嵌入， 

是协商主体就相关利益问题尽情抒发己见， 经过慎思、 

辩论、协商，最后达成理性一致。在其中，决策的最 

终方案是协商主体理性一致的结果， 得到了各方认同， 

从而为权力运作合法性提供扎实基础， “协商过程的政 

治合法性不仅仅出于多数的意愿,而且还基于集体的 

理性反思结果,这种反思是通过在政治上平等参与尊 

重所有公民道德和实践关怀的政策确定活动而完成 

的。 ” [6] 

三、群众利益维护新机制中协商民主 

理念的嵌入路径 

协商民主理论视域表明，协商民主与群众利益维 

护密切关联，通过多主体间的协商，能为群众利益维 

护带来效能、秩序、公平正义以及合法性认同等方面 

的实质功效，无疑为消解实践中群众利益维护困境提 

供了切实路径。 

（一）群众利益维护中协商理念的培育 

毛泽东曾经指出，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 

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 

己的利益而奋斗。 ” [10](1318) 一直以来，我国群众利益维 

护主要以国家政府单向度供给为主，作为利益维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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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群众更多是以被动接受者的姿态出现，即主客体 

之间很少甚至不存在互动沟通的机会与场合，造成在 

利益维护理念方面，政府控制、群众“背、等、靠” 

等理念成为主流，与协商机制倡导的平等互动理念差 

距较大。由此，群众利益维护中协商机制的有效嵌入， 

必须在理念方面予以培育： 

首先，要培育主体性理念。即自我决定与自我发 

展的公民理念。公民与臣民相对应，是民主时代对社 

会大众的一种身份认定；公民诞生之逻辑前提是权力 

为广大人民所有，其所对应的内涵包括权利享有、法 

治保障、主体平等等方面。主体自由与平等参与是协 

商民主最基本前提，塑造群众利益维护中协商主体的 

主体性理念，就是要通过相关渠道与方式，将平等、 

权利、责任、法治等公民理念深入人心，以此来规范 

协商主体的参与行为。 

其次，要培育公共性理念。公共性是协商民主基 

础，协商民主公共性的实现，取决于协商主体公共理 

念的培育。卢梭认为：“公意”并不等于“众意”， 

社会的公共利益不等于某局部组织或团体的“共同利 

益” [11] 。在群众利益维护的协商机制中，一是要求协 

商主体遵循公共利益至上的价值宗旨，以公共利益的 

视域来规范和权衡个体、群体、部门等其他利益的诉 

求；二是要求协商主体特别是国家政府相关管理人员 

具有公共精神，以公共精神来内化与修炼自身道德品 

质，从而在协商进程中做到在公共性理念基础上，平 

等对待及尊重其他人，并在协商、辩论与对话中达成 

共识。

（二）群众利益维护中协商平台的建构 

群众利益维护中协商平台的建构，有利于形成国 

家政府、 广大群众合作参与的治理型的利益维护平台， 

并通过合作、协商、辩论等方式，达到促进协商功能 

有效实现和维系协商机制稳定持续之目的。诚如马奇 

和奥尔森所言， “在地方， 公民正不断通过对话和直接 

讨论，以不同于以往代表制和官僚机构的决策方式， 

向政府显示需求，表达不同方面的利益，以求对公共 

政策产生实际影响力，可以说，这是当代治理的标 

志。 ” [12](31) 

群众利益维护中协商平台的建构，是一个包含协 

商主体、协商目标、协商机制等要素的集合体。协商 

主体方面，主要以各级党委、政府、社会公共组织和 

广大群众等为主。协商目标是通过行动主体的合作、 

协商、辩论，达到维护公共利益和满足不同群众的利 

益诉求。协商机制是相关利益主体行动高效的基础， 

按协商民主理念，参与主体必须是在平等基础上的协 

商互动，即平等原则成为其首要前提。为确保群众利 

益维护中协商主体的有效合作与互动，必须进行协商 

主题解释机制、协商信息交流机制、协商过程监督机 

制等方面的安排，最大程度消解信息与能力障碍，使 

平等原则真正落到实处。 

（三）群众利益维护中协商制度的设计 

制度具有强制性规范性特征，群众利益维护中协 

商机制的持续有效，必须以相关的制度设计为保障。 

主要包括： 一是群众利益维护中协商机制的制度认定。 

理论层面，协商机制能在效能提升、公平正义、秩序 

维护及合法性认同等方面有效促进群众利益维护；同 

时在实践层面， 近些年来协商机制的实践也如火如荼。 

然而，截至目前尚无明确的相关法规保障，为此，需 

要进一步在法理层面加大力度，通过出台相关法规， 

对群众利益维护中协商的目标、程序、规则、形式等 

方面给予制度认定，确保群众利益维护中的协商机制 

的稳定性与规范性。二是群众利益维护中协商运作保 

障的制度认定。受主体能力、信息、程序等影响，群 

众利益维护中协商机制运作困境不可避免，需要以相 

关的保障措施来确保其实效。如在主体能力差异的保 

障方面，可以通过主体培训与协商主题讨论等方式来 

提升主体的认知与认同能力。在信息不对称的保障方 

面，可以借助公共讨论、新闻媒体、网络论坛等方式 

来促进信息的公开性与透明性，保障各协商主体有充 

分理解信息的途径与机会， 从而消解信息不对称困境。 

在程序不公正的保障方面，一方面要完善法律法规， 

建立刚性的监督约束机制；另一方面要开辟多样化的 

监督渠道和促进监督主体多元化，以此形成监督合力 

来提升监督实效。 

（四）群众利益维护中协商氛围的塑造 

氛围是一种软资源，群众利益维护中协商机制的 

有效展开，有赖于良好协商民主氛围的塑造。首先， 

要进行协商文化氛围的塑造。协商文化对于协商机制 

运作的功能，在于它能在训练公民话语能力、培育公 

民公共理念、丰富公民信息资源以及培育现代社会资 

本等方面有极大效果。协商文化氛围的塑造，要在培 

育协商主体政治、道德、文化、技能等素质基础上， 

大力开发群众利益协商平台（如实体性协商场所、虚 

拟性网络公共论坛等等）， 以此促进协商主体的协商积 

极行为。其次，要进行信任文化氛围的塑造。信任文 

化对于协商机制运作有极大的促进功能， “信任文化一 

旦产生，它就获得了独立的力量，在信任的方向上推 

动着人们的决定，并在这种意义上补充和改变信任的 

计算，并且变成了信任的社会生成的下一个循环的背 

景条件” [13](177) 。 群众利益维护中信任文化氛围的塑造， 

需要在开发平等、法治、 民主等现代信任资源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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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教育、行为激励等方式来有效推进。 

注释： 

① 三种回应方案有罗尔斯的重叠共识中立模式、拉兹的自治与多 

样化完美模式、协商民主模式。其中，登特里维斯等认为协商 

民主模式更具有包容性。详见：登特里维斯.作为公共协商的民 

主：新的视角[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出版，前言 
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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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o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the masses of new mechanism 

ZHANG Yangjin 

(Nan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anagement, Nantong 226019,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influenced by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is facing 
great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in  maintain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masses.  Promot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safeguard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masses are closely related, the multiagent negotiation,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masses to 
maintain substantive so as to bring efficiency, order, justice and legitimacy. To embed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masses to 
maintain consultation mechanism, we have to take the concept of cultivation, platform construction, the security system, 
and establish an ideal an atmosphere in which people live and work. 
Key Word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e interests of the masses; order; fairness and justice; leg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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