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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适合中国

国情的新型政党制度,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和孕育。 在“大一统”“公天下”“致中和”
等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因子的深刻影响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了政党与国家关系的革新、政
党与社会关系的更新以及政党与政党关系的创新,体现了新的政党制度风貌,以崭新的姿态向

世界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关系体系的中国气派和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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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

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

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

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1]
 

这个条件即是不同

民族、不同国家对自身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创新和创

造性转化。 “现代政治实践表明,文化对政党组织

和政治制度具有重要的型塑作用。” [2] 文化是制度

之母,制度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孕育并引导制度的生

成、发展和完善,文化观念是制度形成的依据之一,
制度直接展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传统。 从中国

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就鲜明体现着

中华传统文化的因子。
一、“大一统”思想:革新政党与国家关系的文

化智慧

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简称党政关系,是
政党获取、参与和运作国家政权的一种政治形式,反
映的是各阶级间、各阶层和集团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

关系,这一关系的性质决定着各个政治力量及其所代

表的阶级和阶层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国

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要素。 相较于旧式党政关系存

在政治运作效率低下和国家治理质量不佳的问题,中
国新型政党制度体现的“执政—参政”机制既能发挥

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也能保

证民主党派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

能,能够有效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彰显了

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为优势的“大一统”思想。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吸收“大一统” 思想的合理

因子,建构新的政党与国家关系,着眼于提高国家治

理的现代化水平。 “大一统”思想由来已久,源远流

长,在《公羊传·隐公元年》中首次出现这一表述,
即“何言乎王正月? 大一统也”。 自古以来,中国幅

员辽阔,人口众多,加上不断的民族融合,使得我们

这样一个超大体量的国家内部有着程度很高的多样

性、差异性与复杂性,客观上增加了治国理政的难

度。 在古代各方面技术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国家政

治上的整齐划一、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上的适度集

中成为维系这样一种文明的客观需要。 《周易略例

·明彖》有言,“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进而才能实

现“繁而不乱,众而不惑”。 这充分说明,在文化多

元、力量多元、社会多元的体系当中,既需要一个占

主导地位的指导文化,又不能因为“统”而去排斥或

替代其他的样式的思想或文化的存在。 中华文明几

千年延绵不断,缔造了“大一统”秩序格局下的“多

元化”存在。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大一统”的思想

体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民族性格

特征,成为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同



时这一思想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更新。 近代以

来,随着中国被列强侵略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大一统”思想从原来维护封建王权延续上升到

对民族、国家存续的关切,成为中华民族企盼再次统

一和复兴的文化因子。 在当代,“大一统”思想与费

孝通论述中华民族格局时提出的 “多元一体” 理

念[3]紧密联系。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一生二,
 

二生

三,
 

三生万物”(《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一”的

概念被运用于各个领域,使中华民族形成“一”的整

体思维方式。 《墨子·尚同》提出了“一人则一议,
二人则二议,十人则十议……天下之乱,若禽兽然”
的观点,而解决方法是“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

也”。 但中国文化追求的“一”又是多中之一,而非

万马齐喑,正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国语·
郑语》)。 “大一统”思想的积极因子就表现为坚持

“多元中的统一和统一中的多元” 的辩证统一,即
“多元一体”。 简单而言,就是要保持“多元一体”的

存在秩序和格局,在多元中维护统一,在统一中鼓励

多元。 面对多样性和多元化的实际,中华传统文化

采取“兼容并包”的方法,“兼容并包”即兼收并蓄,
博采众长。 明方孝孺在《复郑好义书》指出:“所贵

乎君子者以能兼容并蓄,使才智者有以自见,而愚不

肖者有以自全。”由此来看,“兼容并蓄”意为把不同

内容、不同性质的东西收下来、保存起来。 汉刘向所

著的《说苑·君道》一文认为:“凡处尊位者,必以敬

下顺德规谏,必开不讳之门,蹲节安静以藉之,谏者

勿振以威,母格其言,博采其辞,乃择可观。” 据此,
“博采众长”就是指广泛认识和采纳不同主体的优

点,或从多方面吸取各家的长处。
“大一统”的政治理念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

构的基本思想,推动多党合作质量的不断提升。 中

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在中国政治制度层面全面承继了

“多元一体”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文化精髓。 我国宪

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

本质的特征。”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新型政党

制度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民主党派和无党派

人士参政”的模式。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长期执政的

党,还是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各项事业的党,“通过国

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 [4] 。 这就

最大程度上保证了政局的稳定性,使国家政权免受

政党轮替引发的动荡。 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仅

保证“一”,也着眼于维护“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

精髓和核心要义。 毛泽东曾指出:“我们有意识地

留下民主党派,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很有利。

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

办法,使同志们中很少不同意见,弄得大家无所顾

忌,这样做很不好。” [5] “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一方

面恰如其分地阐明了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架构下中

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广泛性,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

党具有两个先锋队性质,可以代表和整合社会各个

阶层的利益,体现的就是执政党执政基础的广泛性

和真实性;另一方面也恰当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和

各民主党派是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实现了团结与统

一,既兼具各方共性,又充分保留了各方的优势和个

性。 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

位[6]15;同时,各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

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基本职

能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

治协商。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通过各种方式,
在重大事项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向各民主党

派及无党派人士征求意见。 这种决策方式使党和国

家决策更加贴近民生、符合民意、体现民需、集中民

智,实现了科学和民主决策。 在新型政党制度实践

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一道为中华民

族的共同利益而奋斗,为实现人民的利益而进行长

远规划。 各个党派秉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既各抒

己见,又形成统一意见,相互促进、共同提高,以制度

化的决策、协商和监督方式,保障国家治理高速、高
效和高质量运行。

“大一统”思想的合理成分影响并塑造了中国新

型政党制度的基本实现形式———中国共产党长期执

政,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中国共产党为核心,民主党派

为多元[2] 。 中国共产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中始终坚持

“多元”基础上的“一体”,这有利于团结统一社会各

方力量,共同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充分调动各

民族、各团体、各阶层、各界别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共
建共治共享,从而可以有效避免国家权威的碎片化与

国家权力的离心化,凸显党的一元核心领导和多元参

与共治的制度优势与制度效能。 这样一种鲜明体现

“多元一体”的政党制度架构,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维护国家统一,巩固政权,并对不同声音、不同力量、
不同具体利益诉求者在道德容许的范围内加以包容、
宽容[7] ,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决策的科学性、规划的长

远性和治理的有效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

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

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

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

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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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天下”思想:更新政党与社会关系的文

化精华

政党与社会的关系,简称党社关系,通俗地讲,
就是党民关系或党群关系。 政党以社会为基础,来
源于社会、服务于社会并引领社会发展。 在以民主

为表征的现代政治时代,党社关系是具有根本意义

的关系类型。 相较于旧式政党制度代表的是“少数

人”和“部分人”的利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体现的

“反馈—整合”机制既能反映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

的呼声,又能够有效实现利益的协调和整合,能够最

大程度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彰显了以维护公共利

益为目标的“公天下”思想。
在以“公天下”为思想基础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框架下,这一制度的各个主体最大限度代表和维护最

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大
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 在“天下为

公”的价值追求之下,具有“尚公”品质的中华民族将

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和先公后私作为提升道德境界的

信条,建构“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状态就成为中国

历代仁人志士追求的目标和志向。 在中国封建帝制

时代,“天下为公”着重强调的是崇尚公义精神,去利

怀公、去私尚公,为政以德、夙夜为公,把实现圣王之

治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 “以公治天下”成为中国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政治伦理。 正是因

为中国的有志之士秉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的济世情怀,富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奉献精神,胸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责任,才
使得古老的华夏文明虽历经重重磨难,但仍能在当代

表现出勃勃生机,中华文明也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

断过的文明。 近代以来,面对外敌的侵略和不断加深

的民族危机,炎黄子孙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

避趋之”的报国之心投身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之中。 康有为作《大同书》、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
等救国方案皆是用近现代的元素催动“公天下”思想

的创新发展,进而从理论上破除宣扬“家天下”的专

制统治。 经过 1840 年至 1949 年的百年比较,远大的

共产主义理想高度契合“公天下”的“大同”追求,科
学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成为历史和人民选择的实现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方案。

“公天下”理念时代化后,成为推动中国新型政

党制度的有力思想支撑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

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 无产阶级的运

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

动。” [9] 《中国共产党章程》庄严宣告:“党除了工人阶

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秉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

就是江山”的理念,始终做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

人民,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

样:“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

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10]
 

中国共

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 中国

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党和长期

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始终是党的初心和使命,在这一最根本的价值追求

上,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是高度一致的。 各民主

党派能够有效联系不同的阶层和群体,是中国共产党

广泛利益代表性的有益补充。 在革命、建设、改革和

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逐渐

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

为共同理想,为了共同的事业,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履

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政治协商职能,积极联系不

同行业界别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反映不同阶层的合法

诉求。 通过新型政党制度的建构和完善,人民可以在

选举、决策、监督、协商和管理等环节实现当家作主,
是真正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尊

重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要求,能够更

好地代表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拓宽、
畅通各种利益表达渠道,全面、真实、充分地反映各社

会阶层人士的意见建议,具有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和协

调各方关系的优势。[6]18-19
 

可以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自创制之初秉承的就是“天下为公”的价值追求和价

值指向,是符合中国国情并有别于西方竞争型政党制

度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一党制的新型政党制度。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及其长期实践也充分证明,中国共

产党人和各民主党派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

承者、弘扬者与建设者,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的积极倡导者与发展者。
“公天下”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构和不断完

善的进程中体现为“公心、公利和公制” 三者的统

一。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将“公

天下”的政治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时代发

展要求相结合,一心为中华文明再次辉煌而奋斗,代
表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推动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 这其中,“公心”是基础和前

提,“公利”是目的和使命,“公制”是保障和途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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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统一于实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和人民的幸

福之中,最大程度地反映了人民的意愿。 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所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真实、广
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

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

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 [8]

三、“致中和”思想:创新政党与政党关系的文

化精髓

政党与政党的关系,简称政党关系,指的是一国

之内不同政党之间的关系,形成于各个政党之间的

政治博弈,其本质是党政关系框架下的政党利益关

系,反映的是具体国家各个政党的相互作用与相互

影响,集中体现国家制度和政党制度的状况,是政党

政治乃至国家政治健康发展的“晴雨表”。 相较于

旧式政党关系不和谐导致政治效率低下的问题,中
国新型政党制度体现的“领导—合作” 机制既保证

中国共产党对于各项事业的有效领导,也能发挥党

外人士的作用,能够最大程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服

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彰显了以和谐共赢为核

心的“致中和”思想。
“‘和合起来’的逻辑进程,始终是一个基于主体

自觉、自愿和自由的创造性的生生过程。” [11]
 

“和”思

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因子之一,内涵十分丰富,渊
源颇深,“和”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就已经出现。 《易
经》认为万物协调,形成世界最高的和谐,即“太和”。
而在儒家的哲学系统中,“和”与“中”有高度的一致

性,追求的是平衡稳定的状态。 “致中和”就是达到

不走极端、十分和谐的境界。 中华民族崇尚“和合”,
强调中庸之道。 如儒家认为 “中和,天下之理得

矣” [12]
 

“中和,道义由之出” [13] ;道家指出“与人和者,
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外篇·天

道》);法家也有“和则能久”(《管子·白心》)的论述;
而墨家则将天下之乱的原因归为“父子兄弟作怨雠,
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墨子·尚同》)。 “和
合文化”使我们的思维跳出了“竞争、对立”的零和博

弈局限,强调同体共生、互相依赖、相辅相成[2] 。 “和
合”文化处于传统文化的核心地位,强调和而不同与

和谐共生,孕育并不断滋养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并
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制

度的实现方式。 不同于旧式的政党关系,在以“尚

和”为文化基础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中国共

产党与党外人士和谐相处,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事业。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立与运行处处体

现着和衷共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 同时,中国

新型政党制度内在结构兼具民主集中、非垄断性、非

竞争性和高度稳定性等特征,多元共存而一元统合,
意志统一而协商共治,鲜明地呈现出了中华民族一贯

倡导的“和合”价值取向与理念。 作为领导党和执政

党的中国共产党与作为参政党和合作党的各民主党

派,虽政党力量有大小之分,但二者在中国政治运作

中相辅相成,和谐并存,既突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政治权威性,
又兼顾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以及其他治理主体

的平等性与多元性,协商共治、合作共治逐步成为中

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和优势。 在中国新型政党制

度中,一党领导而不专权,多党合作而不倾轧,一党执

政而不专政,多党参政而不分权,淋漓尽致地展现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内蕴的“和合”精神,以及和而不同、
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 将“致中和”作为道德追求的

中华民族更加看重和谐而不是对抗,合作而不是斗

争,团结而不是分裂,塑造了和谐型、合作型和团结型

的政党关系。
第一,“致中和” 思想塑造了和谐型政党关系。

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
子路》),大千世界正是因为多样性而非单一性而精

彩,正所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易经

·系辞·下传》),只有充分采纳各方的建议,才能

形成共识,推动共同的事业前进。 秉持“和合精神”
的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一道结束了近代中国四分

五裂、一盘散沙和派系乱斗的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
接受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各主要政治力量配

合得当,和睦协调,共同投身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

建设和改革之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

的智慧。 1956 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党

和非党”的关系作出了精辟的论述,指出“究竟是一

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 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

好。 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

共存,互相监督” [14] 。 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我
们党要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的方针[15] 。 这就鲜明地宣示了,中国新

型政党制度既要避免一党制的民主缺失问题,也要避

免多(两)党制的恶性竞争乱局,深度诠释了“和而不

同”的思想。 一方面,“和”是指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

党派在根本利益和奋斗目标上的一致性,这也成为各

个政党能够“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础;另一方面,
“不同”指的是各民主党派联系不同的社会群体,代
表不同的阶层利益,其纲领和活动方式有所不同,彼
此存在着差异。 在和谐型政党关系中,中国共产党和

各民主党派尊重彼此的“不同”,通过协商消除误解,
在保留差异性的前提下达成相互的理解,追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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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基础上的“和”,求同存异,聚同化异,营造建立在

多样性基础上的融洽关系。 和谐型政党关系充分体

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广泛性、开放性、包容性。
第二,“致中和” 思想塑造了合作型政党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存在是绝对

的,正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

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 (《道德经·第二

章》)。 中华民族认为“智者察同,愚者察异。 愚者

不足,智者有余” (《黄帝内经·素问》),“求同” 是

“圣人”的“治身”之道。 面对多样主体的差异,中国

传统文化主张“海纳百川”,儒家进而指出,“乐者为

同,礼者为异。 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

则离”(《礼记·乐记》),即“求同存异”。 求同存异

就是在承认和尊重彼此差异性的基础上,为了促成

事物的不断发展,力求实现一致性。 中国共产党与

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革命中结下了深厚的友

谊,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确定了“领导—合作”的政党

关系,一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中国共

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同”表现在各个政治力量有

着相通的理想追求、共同的根本利益和一致的前途

命运;“异”就是各个政治力量联系着不同的社会群

体,在具体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观点和主张。 中国共

产党与党外人士在坚持基本原则一致性的基础上,
理解彼此差异,尊重各方诉求,协调相互分歧,共同

合作,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建设。 在新型政党制度中,“同”是多党合作

的基础和前提,“异”是多党合作的客观现实和重要

特征[16] 。 在“领导—合作” 的政党关系中,中国共

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求大同,存小异”,画出最大同

心圆,探寻最大公约数,不断丰富辩证处理多样性和

同一性相互关系的合作模式。
第三,“致中和” 思想塑造了团结型政党关系。

古人云:“人心齐,泰山移。”中华民族很早就认识到

“团结就是力量”。 在中华传统的“和文化”中,也有

如“二人同心,其利断金” (《易经·系辞·上传》)
和“欲贵者,人之同心也” (《孟子·告子》)的经典

陈说,论述的都是“齐心协力是成事的基础”这一道

理。 在《尚书·泰誓》中,周武王曾提出“予有乱臣

十人,同心同德”,同心同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关

于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强调所有人团结一致,秉持

共同的信念去实现同一目标。 毛泽东曾指出:“欲

求人民解放斗争获得最后胜利,必须全国一切民主

力量同德同心,再接再厉,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

斗。” [17]在新型政党关系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

派构建“同心同德”的命运共同体,为了实现和维护

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统一的思想、一致的目

标和共同的事业为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彰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说:“中国共产党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团结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加强大团结大联合,同心同德、
共襄盛举。” [18]新型政党制度的各主体一起高举团

结进步的旗帜,真正做到“同心同德、兴民兴邦” [19] 。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充分延续了“和合” 文化的

传统智慧,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不断

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共产党

与各民主党派以‘团结’为经,以‘合作’为纬,以‘和

合’ 政治智慧促成了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 [20]

“合”的基础在于“和”,“和”为“合”提供思想指导。
反映到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各党派的党际关系上,即
表现为党对各民主党派实施正确的政治思想引领;
体现于具体工作中,即是“诚恳地协商、建议和说

理,必要时进行适当批评,而不是从组织上去控制它

们” [21] 。 这种“和而不同”的和谐型、“求同存异”的

合作型和“同心同德”的团结型的政党关系,实现了

对以“对抗、斗争和分裂”为本质的传统政党与政党

关系的重塑。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新型政

党制度“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
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

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 [8] 。
四、结语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形式,除了

由经济基础决定,受政治体制规制外,更深层的影响

来自文化传统。 历史一再证明,越是文化传承悠久

的国家,政治制度越要符合国家民族的社会文化特

点;同时,越是扎根于优秀文化传统的政治制度,越
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创造力。” [22] 中华传统文化是滋

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沃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鲜

明体现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引导每个人都成为向善集体中的一员,遵守共同的

伦理道德,维护集体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自我,推
崇“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而
否定“见利忘义”的行为。 建构在这种文化之上的

是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追求的是“大同” 社会中的

“选贤举能,讲信修睦”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

了政党与国家关系的革新、政党与社会关系的更新

以及政党与政党关系的创新,以合作、参与、协商为

基本精神,以团结、民主、和谐为本质属性,以执政与

参政、领导与合作、协商与监督为运行逻辑,使一元

性与多样性相协调、民主性与高效性相统一、契合性

·09·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年 2 月



与发展性相结合,书写了带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故事,
为世界政治文明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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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ociety,
 

and
 

innov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olitical
 

parties.
 

It
 

reflects
 

the
 

new
 

style
 

of
 

the
 

political
 

party
 

system
 

and
 

showcases
 

the
 

Chinese
 

style
 

and
 

unique
 

charm
 

of
 

the
 

socialist
 

political
 

party
 

relationship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the
 

world
 

in
 

a
 

new
 

pos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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