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鲍静!现代社会中!互联网的发展引起了信

息传播的急剧扩大!人们可以在网上发表自己的

看法和评价!这些是否可以说是民主的形式" 它

又有什么特点呢"

林尚立!民主的基础是人民的参与，人民参与
的最基本形式就是意见与利益表达。网络为这种
表达提供了极为便捷的渠道和广阔的空间。可以
说，网络信息技术所带来的交往与沟通革命，将深
刻影响现代民主的发展。对于协商民主来说，网络
信息技术和平台是完全可以充分利用的。
但是，作为民主参与的意见表达与网络上个

人的意见表达是有本质区别的。在民主参与中的
个人存在即是独立个人的存在，同时也是作为公
共生活一员的存在，因而，其利益表达在强调个
人主体性的同时，还应该考虑到公共生活的基本
秩序与公共生活的核心利益。所有的实践都表
明，完全只考虑个人主体价值的利益和意见表达
是不可能形成民主生活的。这意味着网络信息平
台要真正成为民主实践和运行的平台，除了这个
平台的技术和管理的成熟之外，还在很大程度上
需要有网民意见与利益表达的规范性。
目前网络利益表达是相当个人化的，由于网

络秩序和治理体系不健全，加上网络不是面对面
的沟通和表达，所以，网络表达往往缺乏理性的
基础，比较随意性，缺乏公共和责任意识，结果，

在网络这种“最自由”的空间中，出
现了各种被操纵的“民意”，虚
假的“利益需求”以及各种暴
力化“网络暴民”的行为。因
此，我们在看到网络信息为
民主提供发展的新平台、新
动力的同时，也要认识其对
民主健康发展所可能带来的
挑战和风险。

! ! ! !鲍静!那么!在这种民主形式下!普通民众有哪些参与

渠道呢"

林尚立! 很多民众感觉协商民主是一个很高大上的东
西，以为自己没有机会参与，其实并不是他们没有参与，而
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参与了。普通民众其实是在不
知不觉中通过各种渠道参与其中。
比如说听证会，这就是一种很直接的形式。今年年初上

海就针对出租车价格调整的问题举行过听证会。因为这是
贴近民生的话题，所以只有普通民众亲自参与，才能真正地
反映出问题，也才能更好地、更实际地解决好问题。当你看
到有一个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事情要举办听证会了，你就可
以报名参加，说出自己的看法，并在讨论商量的过程中达成
共识。你能说这不是协商民主吗？只是你没有意识到而已。
不过听证会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另外，普通民众也可以参加民主恳谈会，可以对于乡镇

的一些政策方案提出意见，有时候甚至可以当场得到答复，
这也是在基层让民众自由表达观点的一个渠道。还有一种
是集体协商，主要是针对工资待遇问题开展协商，其中不但
牵涉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有时还需要工会出面，形成三方
协商的格局。
总的来说，普通民众还是有不少参与协商的渠道，虽然

部分渠道还有待改进，但随着协商民主的深入、公民参与意
识的加强，中国的协商民主渠道将会越来越多样化的。

! ! ! !鲍静!重新再回到您这本书!对于一般读者来说!理论

性读物比较难懂!常常望而生畏!您是如何将艰涩理论通俗

化的呢"

林尚立!现在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大部分读者对于政治
性的读物都觉得深奥难懂，离他们的生活远。但也要看到，
近些年，学者们都在努力将理论通俗化，也取得了一些成
绩。其实，关于理论通俗化，历来有之，像朱自清、朱光潜等
学问大家，都写过通俗易懂的小书。让理论走向大众，是我
们学者应尽的责任。其实，理论表达的就是世间的道理。由
于现代科学研究要求用科学的方法揭示世间的道理，使其
更加科学和准确。结果，被解释出来的道理留在学术层面，
却无法回到生活层面。这种脱节无疑是一种异化。所以，理
论通俗化就是要消除这种脱节和异化。然而，这种通俗化固
然需要用白话讲清道理，但更需要对学术、理论以及人类生
活所具有的通达理解和把握，不仅要让人一看就明白，而且
要让人看完之后有恍然大悟之感。从这个角度讲，我在这本
书里做了一些努力，在内容编排上进行了通俗化的努力，分
缘由、基础、形态、功能、运行、议程、程序几个部分，用浅显
的文字表达，结合老百姓身边的各种案例，尽力贴近普通读
者。当然，要让人读后有恍然大悟之感，还有不少需要努力
之处。在以后，我会多多关注这方面的内容，多写通俗理论
性的读物，让理论深入寻常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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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教授和责任编

辑鲍静进行对话! 谈谈如何让高深的理论拥

有亲和的面目!走向寻常百姓*

! ! ! !鲍静!林校长!您好,在刚揭晓的-第六届

优秀通俗理论读物%推荐活动中!您的&中国

协商民主的逻辑'一书入选!首先向您表示祝

贺*那先想请问!您是怎么想到要写这样一部

书的呢"

林尚立!其实从接触学术研究开始，我的
研究方向就一直是中国政治，也很早就开始
关注协商民主理论。最初选定研究方向的想
法非常明确，我觉得学那么多知识，最基本的
用途应该是去弄明白该如何解决中国的问
题，如果不能解决现实问题，政治学也只能停
留在书本上，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我想通
过自己的研究，做到能够回答中国的问题。
"##$年，我就发表论文，明确表示协商民主
应该是中国民主发展的战略选择。此后，我一
直在研究和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把自己多
年的研究心得整理之后，写成了这本书。

! ! ! !鲍静! 中国在民主实践中明确把协商民

主作为人民民主形式!那么想请问您!什么是

协商民主" 中国实行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在

什么地方"这种独特的形式!与中国的传统文

化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林尚立!中文中的“协商”一词，是纯粹的
中国概念，其核心理念是：利益相关者以商量
的方式，沟通意见、协调利益，以达成共识、实
现共存与共赢。在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的
“协商”与中国特有的政治协商制度中的“协
商”是同一个概念，它强调民主需要确立在各
方协商基础之上。
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党的
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中国的国情
要求中国的民主实践既要保证人民的广泛参
与，又要保证党的领导扎根于人民群众，既要
尊重多样的利益诉求，又要保证超大规模国
家的内在协调与整合。显然，相比较其他民主
形式，协商民主对中国这样国家的建设和发
展来说，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另外，从中国的历史文化来看，中国传统

文化是和合文化，崇尚和为贵，强调和谐共
存，协商共赢。共存共赢的基础在共识，而共
识的基础在沟通、协调和相互包容。这种文化
和民族意识无疑为中国实践和发扬协商民主
提供了有力的心理和文化支撑。作为协商民主
第一种形式的政治协商，就是基于中国人的这
种政治理念而创生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就是在各方民主力量协商而建立的，
可谓“协商建国”。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协商
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
的、独到的民主形式。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在我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根源上蕴含着与
协商民主相契合的精神和价值，借助中国传
统文化的精神与价值，中国的协商民主实践，
不仅能够推动中国人民民主的发展，而且能
够促进现代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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