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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民主：理论视角与研究反思

Ӏ ָЕ

Ӏ ָ Е民主是政治学理论的基本范畴和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民主制度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既

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具体国情又批判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是由价值指向、历史传统、

社会结构和国情民情等共同形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经过了长时段的历史检验、

展现了较鲜明的制度特色治理优势、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最新概括与表达，其建设进程应在理论话语与制

度体系层面协同推进，因此既有必要深入研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想设计与现实问题，也有必要反思已

有研究进而推进研究的持续深入。本期关于人民民主的三篇文章从宏观的视角切入，阐述与解释了人民

民主的价值特性、结构框架以及人民民主研究的知识谱系。《全过程负责：民主质量的责任之维》以责

任政治理论为视角，分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责任性”问题：人民民主不仅是运作中各环节衔接的“全

过程”，同时在各个环节注入责任的要素，通过“全过程负责”来提升人民民主的治理效能。“全过程负责”

可以被视为分析人民民主的一个视角，夯实现代民主与责任之间的相关关系。《全过程人民民主论析：

结构、流程与功能》以“结构—流程—功能”为分析框架探讨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合了马克思主义民主

理论资源，探讨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何所是”与“何可为”的问题。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系统化的思维，

既要从结构的层次性中透视，也要从流程的动态性中把握。《人民民主研究的发展脉络、核心议题与反

思展望——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相关文献的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力图以知识图谱的方式全面呈现并系统

反思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民主研究的热点、重点与动态，构建人民民主研究相关领域间的联系，把握人民

民主未来的研究趋势，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如何以时代为导向、理论为导向与实践为导向不断深入。

人民民主既是一个中国政治学学术研究中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事关人民美好生活的重大实践

问题。人民民主研究不仅要从价值原则与制度结构角度入手，还要从微观行动角度深描，在理想与现实、

历史与逻辑、规范与实证、批判与重构、沟通与互鉴中发扬人民民主内在真实的优势、探寻优化人民民

主未来发展的方案。只有不断将人民民主理论讲透彻、把人民民主实践说明白，人民民主的中国方案才

能彰显其独特价值，体现其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重要意义。

Ӏ ָ Е张贤明，男，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教ב

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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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ȊЃ Ѫ ͟ ̝ ↄ Ѫ ͟ ̝ѵ Ә Η ȋ ᵪ

ļ Η ̝ Ľa Ηᵷ ̝ Ȋ ̝ς Ȋ ̝ זּ ᴪ תּ ᴬ ὦ̾ļ͟

̝ Ľ ̝ ֙̾ ̝ זּ ‚ ˿ ᴯ Ѓ ̾ ̝ ᴬ ȋb

ҲļѪ Ľ Ἇ ᵱ +₿Ѵ ̜Ѫ ͟ ̝ Ἇ Ѓ ȋᴀ Ấ‚ ′ •
ѱ̈́ ̝♯ảһ ̕ Ҳ ļ ̜Ľļ ĽתĽļӓּתּ c Ί Η Ἇ һ ̜

d Ѫ ͟ ̝̕ ļѪ ĽᴛΊͮ Ȋ ˿ Ӿ˺̒ ≠ ȋ ⱳ ļѪ

Ľ ᵱ Ϩ˵̒ Η˿ ̝ѱ ̝ ȋ

҅ɻῊ ָ ӀҲŅָ ᵣņ ᴑ

Ἇ ặ Η ӓּת ў ˵ ӓּת ↄ ᴴ ₯ ӓּת ѾẰΖШȋ

Ί Ѫ Ѫ ͟ ̝ ẓ ̝ ΖШ ̵ↄ ͟ ̝ ̝Ȋ

̜̤̾͢ ̝ȋļ͟ ̝ Ľ ̝ẰΖШ∑ ᵅ̥ ὧ̾ײļ͟ Ľ ̝  Ѿ ↄΦ

ӑ Ễȋ ̝̦ Ί ̜ѵ ΖШ˿ӓּת Ѵ ᴛΊ ẕ̈́ ̝ ̿͟ Φ ȋẕ̜

̝ ͟˿̦͟ ר ͟ ѵ ̝ Ᵽ Ӷ Ὓ ₅ ӓ₯ ӓ

̿̾͟ ℅̏ȋ ᾊȐ ̅ ̕ ̝ȑ Democracy in a World of Tensions ļ

ᴊ ̝ ˿ Φ ͟ ↄ Έ Φ˿ ӓּת ̾Ἇ Ѱ

ȋĽeᴯ ̵ ӑ פ ̥ Ằג̝  ̕Ằ ̜ ̥ ̝Ằּכ Ӿ

Ӷᵷ Ӷ̕ ặẰ ȋf

̦ ΊΦҲ ̝ ̥ ҕ Ằ̈́לּ ̝ ₯ ̝ ̝ ω̕ Ζ

Ш ̐ὧ̾ Ӊפ̝ ̥ Ѿ ₲ ͟ ̜  Φᴛ ļ ̝ ς ẓ́ȋ

Ằ ˻ № ͟ҡ ̈́ὗ ̦͟˻ ẕ ĺ͟ ӶĻↄ ר˾̜֙ Φᵷ₨Ὠ ςĽgȋ

Ằ ̝̥ ς ̕ ̝̝ ļᾬ ĸΈ Ľ ͕ ̝ ↄ ˵ ₯

ӓ ӓ ΊЃ ₯͟ ȋμ ļ₯͟ Ľ ̜֙ļ₯ Ᵽ Ӷ Ľ ̝

˵ ẛἲ Ằ ļ ̝Ľ  ̕ ⅛̜ Ҳȋ Ѡ ̝̥₯ ̝ Ӌ Ә

ӄ Ҳ ļẰ Ấ ͟ ₯ ѱ Ӷ ϝẰב ̵ ˾ ‴

Ѫ ⁄щͭ Ѓ ˾№ ͻΐ ͟ ̝͟ ˾ ͟ ѬͨĽh ̃ļ ̝ӓּת

ᾧ ᴊӑ ̝̥өӟӓּת   ӓ ẕ  ˻ᾧ № ͟ ᴖב ͕ Ȋᴖ ₡

͟ ̝ӓּתĽiȋ ̝̥ļ ̝Ľ ˻ ̾ļ͟ Ľ ҂Ӻ˻ᴊӑ ̝̥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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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ב Ľ ļ ̝ӓ ↄ Ấ₅ӓּת ᾊσᴖ ͟ Ằ Ľ a Ә

̾ ̝ӓ Ἇ ᵷѾẰ  ͟ νȋѪ ͟ ̝Ỉ ļ͟ νĽ Ηᴉᴴ ↄ

̝ Ỉ‰Ί͟ ̜̕ Ȋ₯͟ ΖШᴉᴴȋļ͟ ̝Ľ ᴊӑ̾˵͍ ̝

₅ ᾊ Ӎ Giovanni Sartori ̜ ļĺ͟ ̝Ļ ̒ ȋ ̝ ̒ ↄ ͟

Ӷ ᵅ̥ ̒ ‴ ặ ↄᴖ ĺ͟ ͟ ӶĻȋĽb́˻ Ӎ

̾͟ ̝ ẕ̜ Έ ̝Ằ ļ̾͟ײὧ˻תּ Ľ

ϝ ΐ ļ͟ Ľ ̝ Я ϝ ̝ ν ̝ẓ ̈́͟ ȋ̶ ר

̸ Ҳ ļ ΐẤ₅ ᴰ ΐᴪ Ấ₅ ѱ ᴰ ҊΊĺ͟ Ļ ᴢ ΐ₯̕Ấ

Φ̝̥ Ἇ νȋĽcͮ ᵱתΈ ̕ẤѰ͕Ѧↄᾧ Ίļ͟ Ľ ₲ ᵱ́̈Ίᴃ

֥ ̝́̈ȋ ̊ᴯ ẰȐ ̀ Ӎᴱ ∆ᵷ ΐ ȑ̕ Ҳ Ѱ͕Ѧ͟ Ӷ ͟

ẕ ↄ ₯̈́͟ Η ļ ΐ Η ᴴ͟ ȋ ᴒ ̒ Ӿ

ᴬ͟ Ӎ ᾊ ̾  ↄᴗᴴ͟ Ľdȋ̶ ר ̸ ˵ ̾͟

̝ Φ̝̥ ᵱ ļ͟ ₅ω̝ Φ̝̥ ̝ ᵷ ȋ͟ ̝ Φ̝̥

ᵱȋ ̝ↄ Φ̝̥ ↄ Φ̝̥ Έ֙ ↄ ְ̕ ΩὠὑѲȋ ΐ Ỉ

Ấ₅˵Ҽ Ӷ≢̈́͟ Ỉ ͟ ̝ςặν ᵷЃ ͟ ͟ Έ ὠΦ ϝẤ₅ ӶĽeȋ

Ίļ͟ νĽ̜ Η Ӻ Әặ ̝˿ Φ ̝ ᵅ̥ ӺѪ ặ

̝ ᴴȋ ̝ ̕ ̝̝ ̕ ב̝ ̝ Ấ₅

Φ ̝ӆѵ Ѡ ℗ Φ ̥˻ ̝ Ίᴃ ̈́ ΈἏ∑ ̝ ὗ

˵ ļ ̝ Ľ fȋμ ̝˿ Φ ̝˾ͧ ̎̒ ἇ ̝ ̃Ằ ̥˻

Έ ̾ ̝ᴇ≠ ˾ᴯ ˿∑ ᾊᾂặӍ‚ Ѡ • Ԏ Max Adler ̝

˵ Φ ̝ↄ ᴖ Ằ ͕ Φ̕  ‴Ѫ ̝ȋgẰ ̥˻

Ѡ ̝̥ ̝ ̕ ̝ ˾ͧͧ ̝ ẕ̜ ̝   ͟ לּ

 Φ ᵷכᴞᴇ≠ ̝̕ ȋ Ҕ Ἇ ↄ ϝ ̝

ͮ ἇ ≠ӑ Φ ἇ Ằ ἇ Ⱬב ἇ̕ ᾄ ᵷ˾ר ҕ˼ ‴ Φ

 Φ ̝ȋh Ѡ ̝̥˾ͧ₿ ̝ω̜˵ Ѵ Φ ̝ ӆ ӺҰ ͟

ặνᵷΖШȊ ӺҰ ͟ ν ΗѾ ȋ

 ̝ӓּת ˾ ͧͧͮļ͟ Ľ  ̥Ҳᴇ ẕ̜ļ͟ Ľ

ὛΈ ˵ μ Ằ ẕ ϵ ˼̵Φ ֙ȋ ᾊ ₯ Ấ ̝ Ҳ

ļẰ ̕ ̝̥ ♫ ӓּת ϝ ̝ ̈́ ̏ ặ ӓ̾ ̝ Ạ ϵ ̾ ̝

ȋ Ấ ⁿ ̝ Ằ ̝̥ Ἇ ̦˻ ˵ ̝ ̾ ͕

Ӎᵷ ӆ₯Ѭ Ӎᵷר ӆפ Τў Ằ͟ ̝ᵷ ̦ ̾ᴱ Ľiȋ ̝

˵ ΖШ  ΖШ ↄ ̝ӓּת ӡ ĸĸļ ĽΊᴃѴ ļ Ľ

ļ͟ ₅ω̝Ľ ̝ ӡ Ȋļ₯͟ Ľӆ ̝ ȋẰ ̥˻ Ѫ ͟

̝Ỉ ļ͟ νĽ ̝ ̝ ˿זּ Ȋ ˿ ˵

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 281 页。

b [ 美 ] 乔万尼 • 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10 页。

c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12—13 页。

d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128 页。

e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 7 页。

f [ 美 ] 乔万尼 • 萨托利：《民主新论》，第 20—27 页。

g [ 南 ] 普雷德腊格 • 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410 页。

h 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274—295 页。

i 佟德志：《人民的民主，还是资本的统治 ?——美国宪政民主理论与实践的一个认识误区》，《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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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₅ω̝˿₯͟ ˵ȋ

ԑɻῊ ָ ӀҲŅ ņ ᴑ ᵲ ┼

̝ ΖШ ̵ ӓּת ӓȋӓּת˿ ӓ ᾈỄ˿ ς Ằӓּתᵷ ӓ

′ ᵷ ᴬ˻ȋẰѪ ͟ ̝̕ Ә Η ↄ ẰỈ ∑ ΖШ

Ἇ ˻  ᵷ ω ӓ Η  ȋ Η ˿ӹ ˵ ӓּתȊ˵̒

͟ Ὓ ̤͢ Η Ằ ὠ ᴉҔ̈́Ѵѵς˻תּ ӹ ȋ Φ̝̥ ̝ ͟ ₅ω̝

̾Ѫ ͟ ̝ ӹ ₯̈́̕Ấ ὠỢȊ ѵ ὑ Ấ₅  ͟

₅ω̝ ӓּת ϩ Ȋ ς Ȋֱᴯ ӓּתς ȋ

Η ̝ӓּת Ὓ Ҕ ӓּת ᾊ̶ ר ̸ Ҳ ļ ̝˾

ᶖ ˾ б Ҕ͟ Ҕ ȋĽaͮ תּ Ης Ҳ ļ̝̾ ĸ

ẓּכĽ Ἇ ͇͒ѱ Η ӓּת˵ ѵ ẓּכ ӓּת Ằ ̒ ̥˻‚ ̵₿ Η פּ

̜ļẓּכỢ כĽȋẓּפּ responsiveness Έ ̕ Ἇ ή Ấ₅ ˵̒Ἇ ↄ

ļ ͟ Ľb ͟₯ב͔ ȋẕ ͟ ₅ω̝ӓּתς ↄ  ặ Ҕ͟

Σ ̦ ᴖ Ὓ Ҕ ӓּת ὛἹ ͟ Σ₯ӓּת ᴯ

ϝ̕Ấ Φ̝̥ ̝ӓּת ̜͟ Σ ӓּת ᴖ ̾͟ ᴯ ӓּת Ѓ 

˵ ᴇ≠˿ᴋ ӾӶ Φᾧ ᾊ˵ặ₿͟ ̈́ӓּת ̕ ̜ὦ͟ ₅ω̝Ȋ Ấ

₅ Έ֙ Ἇả ȋc 
Ѫ ͟ ̝ ẓּכ ў ὗ∑ ȊѪ ἇ ӓּתς  ȋѪ ͟ ̝

̈́͟ ₅ω̝ӓּתς ̦̕ȋ ļς Ľ ̤͟ ₅ω̝ ӓּתↄ ˾ᴯ ȋ

Ằ˾ᴯ∑ ͟ Έ ὠΦӓּתȊ ֱḋӓּתΊᴃ Ѫ Φ Ἇ∑ ̝ӓּת ᴪ ̕ ˵̒

ѵ ᴪ ȋ̕ẤẤ₅ ѵὑ Ȋ˾ᴯ∑ Ȋ˾ᴯ ἇ ˾ᴯ Ợ ȋ

ӓּתς ̕ᴪ̒ ӹ ↄ Ҕ˾ᴯ∑ ˿ ἇ ȋӓּת Ѫ ᴇ≠Ȋ∑ ̖₡Ȋ

˻˼ֱ ȋd按照 ˵ӓּת ӓּתς ̕ ẓּכ ֒ᵅ̾˺̒∑ ȋ ˵ ӓּת

̈́ѵς ἲȋ ᵪ ∑˿‹ ӓּת ◗ѩẰ ̒ Φ ᵷ ֙Ϊ ̕ Ấכּ

ӓּתς ļᴖ ẤẮὂȊ ᴉќ Ѹһ ӓּת ᴛ Ȋ̵ Ľeȋ ͂ ͟

₅ω̝ӓּתς бᾈһ∑₯ ˾ᴯ∑ ӓּתȊἏ ӓּתȊ ӓּת ᵷᴪ ἇѵ

ςӓּת ύ ∑ ҝ ϝἏ∑ Ὓ ѩӑ ̕ ˼ ˻ặΪ₲ӑ ∑

ӓּת ̕ ̜ ‹ Ϩ ϩ ȋf ˺ ӓּת כּ Φ ᴇ≠ ӓּת ω ᵷ

ӓ̵ Φ ȋ ᵱתΈ ̕ẤѰ͕ѦẰ ᵱ֥ ̾ļ Ľӓּת ặЃ ̾

ᵱ֥͟ Σ ̝ Ӎȋ ̕Ấ Φ̝̥ ѩ Έ ̕Ấ Φ̝̥ ̝ӓּתȊ ̝ Ȋ

̝ ӓ Ӻ ὗ ˵ᴋ Әặᴆ Ҳ̕Ấ Φ̝̥ ̝́ Ȋ˿ Џ ᶖ

̵ ӓּת Ἇ ȋ

Ѫ ͟ ̝ ẓּכ ᴯ ς Ằ˾ᴯ ̝ӓּת Ȋ ̝ ω ˵ȋӡ Ɽ Ҳ

̕ẤẤ₅ ѵ ὑ ͮ ∑ӑἏ∑ ҂ӑᴪ̒ặ ˾ᴯ֥ἇ ˾ᴯ ̘

ȋẰ Ἇ ˻ Ѫ ͟ ̝ ∑ ᵷἏ∑ӈ ᴬȊ ꜞӾ˿

a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第 76 页。

b 张力伟：《责任型政党：新时代责任政治建设的核心支撑》，《云南社会科学》2021 年第 3 期。

c 张贤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责任政治逻辑》，《社会科学战线》2020 年第 4 期。

d 杨开峰等：《中国之治：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五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12 页。

e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 16 页。

f 杨开峰等：《中国之治：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五讲》，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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ӆפ ⅛ѴẰ Φ ἇ ặכּ ἲ Ἇ∑ ̝ӓּתȋ ̝ѵ כּ ȋӓּת

̝̥ ̕ļ −ӓּ̥̝תĽ inhibited institutionalism ̜ ӓּת+˾ ˵ ̥ ặ

̥ ᴬ ӓּת ˾ ặ  aẕ ̝ӓּת ˾ ̝ ◗ѩ ặ

̦̕ȋ ̦ ̝ כּ ᵷẓּכ ς Ằ˵ ΊӍ ѱ ȊІ ќһ Ίᴃ Η ꜞ

͇◗ ̝ ӓ̕ȋbͮ ̕ ̕ẤẤ₅ ẰἏ∑ ἇ Ҳ̾ᴪѵặ +̃ѹѵ

כּ ̝ᴀ˿ ᾊļ Ľļ ̝ Ľ ͍ ̝ᴀ˿ ˾ͧ ặ̾כּ

 ̵ίᴬ̾ặ Σ Ἇ Ӎ ̜ѵ Ӷ ̝ ӓ ̵ ̜ᴛ Н ȊᴛϨ אָ

ȋ ὕ ̝ ͇ ᴬ̵ Ѓ Ѫ ͟ ̝ẓּכ ȋ ̟ ̝ᵷֱḋ ̝

̕Ấ Φ̝̥ ̝ ̎ ˾ᴯ ˾ᴯ ̝ ӆ ̈́ Ҕ˾ᴯ ȋ Ѫ ͟

̝ ᴇ≠ ֱḋ ̝ ˵ Ӻ ̟ᵷֱḋ ᴬ ̟ ̝̕ ļ

ᴩĽ Ίᴃļ ̟ ὡ Ȋ ̟ᴱ ͟ Ľ ȋ ΦӍ ˾ һ֙ ֱ֙ḋ

̝ Ӎ̈́˾ᴯ Ӎ ςẰ ͇͒ ˿ ̕₱ ὠѬ ѡӍ ֬ ̝Ҕ ȋ

ᴱ Ѫ ͟ ̝ ẓּכ ς ẰļѪ Ľ̦˻ȋ̶ ר ̸ ļ ̝ ̟Ȋ

ֱ̝ḋȊ ̝Ҕ Ȋ ̝ Ȋ ̝ ᴪ̒ ˾ ᴇ≠Ѫ ͟ ̝ ᾈЃ ͟

₅ω̝ȋĽc ̝ Ѓ ̝ זּ ‚ᴬ Ȋ ̝ Ѓ ̝ ͟

ȋ Έ ӓ ̝ Ηӓ ꞊ Ѓ ȋ Ѡ ẰȐ ѯ Ѿ ȑ

̕ Ҳ ļ˵Ҽ ΦѬ ὥ̈́̕≢כּפ פּ ̜ ˾ὗ Ҧ Ѭ Ԓӻᵠ

ͮ ̵ↄὍẰѬ ̦˼Ľdȋ ΈѬѰ ̜ ˵ Ȋὗ תּ ˿ ȋ

 ̕ Η˿ ˵ςᴅ ȋeẰ ̝ ̕ Ấ ᴰ ‚₅ Michael 
Schudson Ҳ̾ļ ̝Ľ monitorial democracy ˵ ̥ כּ̝ ς

ẰѬ Ằ ἇȊ ₯ Ӷ ϝ ȋf Ằ̈́ļѬ Ľȋ

Έ Ợ І Ѭ ̜ ὐ ӓ ẕↄẰ̈́Іפ Ѭ ᴛΊϝ Ӷ ϝ бҲ ᴛ

І ₯͟ ς ̵ᴛΊ ֬͟ ₯Ҕ ˿І ȋẰ ̝ӓּ̕ת

Ѭ ᵪ ̝ ˾זּ ὠ Џ̫ ͟ Ὓ Ȋ Ȋ ͟ᴬ

ȋזּ ̈́ ̜̾Ѓ Ѫ ͟ ̝ ̵ ₿ ѩѪ ͟ ̝ ᴪ

Ί ̝ זּ Ѭ ᵎ ὗњ̝ς ặ ̝ ᴪ ˿ᴪ ♩ω ᴃ ᴇ

̝ ω̕Ằ ᴃ Ϸ Ѓ ̝ᴪ ͮ ϝ ̝ Ὓ ặẓּ͟כ

Σ Ӎ ȋ

ҎɻῊ ָ ӀҲŅ ꜠ ņ ᴑ ғ

Ησ˵ ӓּת ˾ ᴇ ᴉҔ̈́ ᵷתּ ȋѪ ͟ ̝͔ὑᾊ

Ѫ ͟ ̝ ӓּת ̵ ļͮײ Ľ ᴐӺΊ ȋļ͟Ľ ӓּת ̝ς

ӓּת ļ Ľ  ˻ ͮļ͟Ľ תּ ӓּתȋΗσ˵ ӓּת ͟ ᾈ

ӓּתΦϝ͟ᴋᾈ Ễ ӓּתΦϝ͟ᴋỄ μ ᾊ ᾈӓּת ˾ӑ ˻ᵷỄӓ̵ּת ֥ӎȋ Ί

˵ Η ӓּת ᵁ͕ ᾈ ̵ ̈́͟ ᵁ Ηặ ȋ

a T. Hallett., The Myth Incarnate: Recoupling Processes, Turmoil, and Inhabited Institutions in an Urban Elementary School,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0, Vol.75, No.1, pp.52-74.

b 房宁：《中国的民主道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1 页。

c 《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加强选举全过程监督》，光明网，https://m.gmw.cn/baijia/2021-11/06/35291245.html。
d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67 页。

e P. Murphy et al, Public Service Accountability,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10.
f M. Schudson, The Rise of the Right to Know: Politics and the Culture of Transparency 1945-1975,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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Ằ ̝ ᴆ ̕ ˵͍ ₅ ̜ ̝̕ ļᴀ˿Ľ ̾ ϝ ̝̐ὧ̾Ѵפ

Ѿ ȋ Ấ‚ ֽ ℗ •ϓ Carole Pateman Ҳ ļѵ ӗ ᵪ ̜אָ ᴀ˿

⅛Ѵ Ằ‚ ̕ Ằ ₅ᵷ Φ‚₅ ᴊ ̝ ᾊ Ί ̈́ᴛ

Ί ̦̜ ‚ ᴖג̕ ּ ̜ξ ặνȋĽaᴀ˿ ͟ ᴀ˿ ̤͢͟ᴀ˿Ȋ͟ᾊσᴀ˿Ȋᴀ

˿ ̤ Әặ ᶞ̾ ̝ ȋ №̾ ᴀ˿ ̤ ̝ↄΦ ̜ ̝ ̂

₅ •ⱦβ Benjamin Barber Ḻļω̜Ӿ Ľ Politics as Zookeeping ȋbẰ ̝

̕ ᴀ˿˾ͧ ̝ Ἇ Ѿ ᴯ ̵ ᴀ˿ Ἇ Ηȋᴀ˿ ̿̾ᴀ˿ ˵ תּ

˻₯ Ᵽ ᴴᵷᵧẠ ἲ ӓ ᴀ˿  ѬѰ́ ˿̒͟  ȋc Ί

˵̒ Ѫ ͟ ̝ ͟ Ȋ Ȋ Ηặᴀ˿ȋẰ  ̕ ˵̒͟

ļ Ӿ Ľ Φ‚ Ӿↄ ļ Ằ₯̅ ́Ε events-in-the-word Ȋ

 Ȋ ẕͬѩפ Ľȋ̵ↄ Ӿ̝ςẰ ᵷ ̕ ̅

̕ ́ӻ +̃ Ὓ₯ ͍́ӻ͕  ᶞȋd

ᶞ Ӿ ᴀ˿ ˵̒ ͟ ᴀ˿ ȋ +˾ ₯ μẰ ̥˻ җ

̝ ͟ ̵ ᶞ ̝ ѱ җ ̵̝̥ ̜ Η Ἇ ȋeѱ̈́

Ἇ∑ ļ̝ ᴀ˿Ľ Ҳ ᴊΪ ļ₅ ӓĽ ֙ ᶞ ѬΣ̶ ̈́₿ѬѰ́ӻ͒ Ὅפּ

ᴖ ˾ ᴃ Ӎ ́ӻ ᴀ˿ ↄ˾ ᴀ˿ ὗᴀ˿ ̵ᴖ ļ ϶ Ľļ ὠ Ľ

Ằᴀ˿̕ ặ ̒͟ Ӎ ᵷ ȋf ̦ ̝ Ἇ ӡ ↄ Ҕᾊσ

Ӿᵠָאὠ͟ Σ ᴀ˿ Ѵ̕ ļӍ ѱ Ľ ˵̒ ẕ ȋ͟  Ȋ Φ ѱ̈́ӓ

תּ ̵ ͮ͟ ײתּ ȋ ᾊ Ѡ ̝̥ ͟ ̜ ᵷӍ ѱ ̵͟

₯̒͟ ́ӻ ȋļ͟ΐὴ ̀ᴉ ˵Ҽ ᴯͻΐ Ӎ ѱĽg ᾊ ὧ̾ײӍ ͟ↄὧײ

̾ ӾӶȋẰ ̒ ̥˻ ͟ Σᴀ˿ Ằ͟ ΣӍ ѱ ́ӻ̕ȋẕ

Ѫ ͟ ̝ᾧ ̝ ļ ặĽ ב ֙Ἇ∑ ̝ ļẰ Ấ₅ ς ᵷ Ӷ

Έ֙ ̕ ԀӶ ≠Ἇ∑ ̝ ᴇ≠ ˵̒ ᴴ ĽhȋἏ∑ ̝ ѱ ѬΣ ꞊

̝ ᴃѬΣ Ȋ ѱ ἇȋѬΣ̵ ᴀ˿ӑᵷ Ᵽ ѱ Ἇ∑́ӻ ̕

Ằ ̥˻ ≠Ἇ∑ ̝ Ἆ Ѭ ᴀ˿ ȊἹ ᴀ˿ Ӿ Ἇ ȋ

ᶞᴀ˿ ᴀ˿ ͂̒ ļᾊσᴀ˿ĽȋẰ ̝ᴀ˿ ὗ ̝ ₅

̾ ὗ ӡ Ε ᾊ ̝ Ӷ ΕȊ ̝ᴀ˿ ̕ Ἇ ˿תּ ȋ ặ Ҕļᾊ

σᴀ˿Ľ ˵ ᴀ˿ ᴀ˿ Ἇ̈́ᴀ˿̝ς₯ ̝ ȋᴀ˿ ̝ς Ằ ̒Ấ

₅ ∆ ̝ ̕זּ ν ̾ ᴀ˿ Ίᴃ Ᵽ ᴀ˿ᴛ ₯ ⱣȊ₯ͻ͟Ȋ₯ ᵧ

ѬѰ ͕ ᶞȋ Η ˿ ̃ ̵Ằ˵ Έ˻תּ ̾ Ӷȋiᾊ ᴀ˿

˾̾ ⱣȊ˾̾ ₯ ѬѰ́ӻ ˾ͧ ΊẰᴀ˿̕ ὠ ặᴇתּ Φ

ᶞ ̝ זּ ₲ ˾Ӎ ᴀ˿ ˾ Η ȋᴓ˵ ᴀ˿ Ằᴀ˿̕ Η

a [ 美 ] 卡罗尔 • 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1 页。

b B. Barber, Strong Democracy: 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r a New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 3.
c [ 美 ] 卡罗尔 • 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第 25 页。

d [ 英 ] 安东尼 • 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田佑中、刘江涛译，北京：社

科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160—161 页。

e 张贤明、张力伟：《论责任政治》。

f 方卫华、绪宗刚：《基层协商民主“内卷化”的生成机制——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21 年第 2 期。

g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112 页。

h 桑玉成：《拓展全过程民主的发展空间》，《探索与争鸣》2020 年第 12 期。

i I. Petersson, Four Theories of Responsibility, Lund: Lun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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תּ ב ᴀ˿ ̝ ӓ Ἇ ̝ ӓ ω +̃ ὛẰᴀ˿̕₿̒͟Ӎ ᵷ

ѬѰӍ ᴬẰ˵ ļ̒͟Ӎ ˻ĽȋᾊẰ ̕ ᴀ˿ Ᵽ ΖШ

ᴬ Ᵽ ᴁ ᴬѬΣ Ằֱḋ ̕ ᴀ˿ ⁴ ֒₇ תּ

ᴬ ặ ̒͟ Ӎ ̵ Щᵆ֒₇ͻ͟ Ằⱡ ̕₱ Ѱ ȋ ᴀ˿

̦ Ȋ ϝҔ ˾ᴖ ļЯᾈ ᴬĽ ̵˾ͧͧ ˻זּ ļὗ ҔĽ

Ȋ Ҕȋa ּל ᾊ ᴪ̝ς Ηặᴀ˿ӑ ‚ᴬ Ȋӹ ‴ὐ ̝ זּ ̕

+ Η  ̝ ᴪ ̤ ӑ ̝ ϝᴛב ˾ Τ μ̵˵

Η ȋb 
˿ ᴯ Ằ Η Ѫ ͟ ̝̕ ̵˾ Ὓẓ ļᴀ˿Ľ ꜞ ̵ ļᴀ

˿ ̝Ľ ₯ ȋļᴀ˿ ̝ ₯̒͟ᴀ˿ ὢ ₯ Έ Ӿ ὑ

Ӌ ˾ Ľcȋ Έ ὑ ₯̈́ᴀ˿ ӓ̝ Ằ̈́ᴀ˿ ᴊӑ̾ ̂̈ ∆ ͮ

̾ ⌐ ӓȋ ὑ +˾ ̜ ӓᴀ˿ Ε ẕ̜ᴀ˿ ̵ ξ

ὑ ˵ ȋ ᴀ˿+˾ ᵪᴀ˿ Ȋὠתּ ặᴀ˿ӑ ἇ ᴀ˿ ₯ Ᵽ

ᵷᵧ ļ ӓĽȋ ᾊᴀ˿ ̝ ӑ ᴀ˿ ̝˾ᴛ ̈́ ἇ ᴀ˿

ᴖ ͟ΐ ὠ₯ Ᵽ ӓ ˵ ȋdѬΣ ᴀ˿ᴯ І Ằὑ ́ӻ

̕ ὗњ̝ς ᴀ˿ Ὓ ặһ Ȋ ξ ̜ Ҕ Ϩ ὗњ ˿ ȋe 
Ằ ̥˻ ̝ ᴯ ̵ ѬΣẰᴀ˿ ̵̕Φ ̝

˿ Ᵽᴀ˿ ΖШ ͮ Ỉ ↄΦ ᴀ˿ӑ אָ Ȋ ∑ ̝

ȋẰ̕זּ ̥˻ Ѫ ͟ ̝ ὗ∑ ὗ ἇ ֱ̝ᴯѰ Ȋ ͇ ȋ

ᾊ Ἣ Seymour M. Lipset ᴖ Φ ̒ Ằ ̝ ˼זּ Φ ̝

ѵὐќһ Εȋf 

ɻ ғ

̝ ˿ Η ѵ תּ ίᴬ ̝ Η ̝

ѾẰ ᵷ ˿ ̝ Ѱᴯ Ἇ g ͮ Η һתּ Ѫ ͟ ̝

ȋ Ѫ ͟ ̝̕ ļѪ Ľ ᴉ̾ Ȋ ˿ Ӿ ᴬ ˺

ѱ ļ˺ν˵ςĽ ĸĸ ͇ ᴁ ͇ ᶞȊ ͇ ˵ ᵪ ̝ ̵ ˵̒ļὑ

Ľ ̝ ļ ӘĽ һ ̵ ˾ᴯ ᴬ ȋļ Ľ

Ѫ ͟ ̝ ΖШἏҝ ᶞ̾Ѫ ͟ ̝ ᴴ ̵̜Ѫ ͟ ̝ ļ Ľ˿ ļ

ӾĽἨ Ἇ ӆפ σב ӓ ˿ᴀ˿ Ὓς Ҳļ͟ ˻Ľ ΖШȋļ Ľ Ѫ ͟

̝ ω ς Ѫ ͟ ̝ ļѪ Ľ  ӓּתς ˿ ω ӓ ς ȋ˿

ᴯ ļ Ľ̵ ᶞ̾ļ ӾĽ ᴀ˿ ᴀ˿̤͢Ȋᾊσᴀ˿ ᴉҔ̈́ӓּתς ̕˾ᴯ

ᴃѴ ᴬ ȋļ ӾĽ ₯ļ Ľ  ļ Ľ ᴀ˿ Ӿ̵

Φ₯ļ ĽбҲ ͮ ϝļ Ľ ѵẓּכὕ ἲ˿͟ Σ Ӷȋ ̝ ˵̒ὑ

‹ һ ̵ ѱ ̕ ᵷ ∑ ѵς Η ˺̒ בתּ Ȋ ˿ Ӿ

a 陈尧：《从参与到协商：协商民主对参与式民主的批判与深化》，《社会科学》2013 年第 12 期。

b 张贤明：《全过程民主的责任政治逻辑》。

c 陈尧：《从参与到协商：协商民主对参与式民主的批判与深化》。

d [ 美 ] 卡罗尔 • 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XIII 页。

e Zhang L. et al., Community Disaster Resilience in COVID-19 Outbreak: Reflected from Shanghai’s Experience in China, Risk 
Management and Healthcare Policy, 2020, No.13, pp. 3259-3270.

f [ 美 ] 西摩 • 马丁 • 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Ⅷ页。

g 张贤明：《政治文明的基本形态：责任政治》，《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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Ὓ ̈́˾ᴯ∑ Ȋ˾ᴯ ἇ ̝ һ ̜ ̝ӓּת ˿‴Ḧ Ϩפӆ ̜ ̝ 

Ϩѵς ω ȋ

̝˿ Η ѱ ̵ ȋ Ằ̈́ ̝˿ Ηѵ ₔѱ Ɽ ̜

˵ Ѱ Ằ̈́ᾊσẰ ΈẤ₅ ὑ ἲ̕ ˵̒ Η ̝ӓּת Ί

Η ̝ Ѓ ̝ + ̝ᴆᶸ Η ₲ Η ȋ Ѫ ͟ ̝

Ỉ ᵷ‴Ḧ͟ ₅ω̝ӓּתς ˵̒ѵ Ȋὑ Ȋ ♩ ‚ ˿

̵ΦẰ Φᴇ≠ ̕˾ ặ Ҳ ȋΊ Η ᵷ Ӿ ̝˿ ΗȊ Η˿ӓ

תּ תּ ᴬ ₿ Ѓ Ѫ ͟ ̝ ̦˵ȋ

Whole-process Responsibility: Analysis of Democracy Quality in the Dimension of 
Responsibility

ZHANG Xian-mi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130012)

Abstract: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is a sort of democratic discourse and mechan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proposition of whole-process responsibility is integrated by responsibility politics and whole-
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which can be employ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ponsibility and democracy, whole-process responsibility ensures the quality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in three dimensions: the notion, the structure, and the action. Firstly, 
Marxism democracy philosophy is the core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and its people-orientated value 
runs through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Secondly,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integrates diverse 
democratic patterns, activates different elements, and reinforces monitoring in a systematic structure with multi-
levels and whole chains, which makes the democracy a mechanism of responding to public issues.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encourages and motivates the public to responsibly participate in the democratic procedure 
as the “agents”, which can promote the vitality and implementation of democracy. Whole-process responsibility 
aims to offer a novel perspective of responsibility to analyze democracy quality and discuss the responsibility 
connotation in democracy and the democratic value of responsibility. 

Keywords: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Whole-process Responsibility, Democracy,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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