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全過程人民民主經驗值得借鑒
海外人士：兩會議案、提案、建議廣泛吸納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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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世界目光再次聚焦北京，透過兩會這扇窗口觀察中國的民主政治實踐。不少海
外人士通過親身經歷和深入觀察認識到，全過程人民民主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也為其
他國家提供了可分享借鑒的中國經驗。

兩會媒體採訪重現「人山人海」景象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據
《環球時報》報道，

「展望未來，我國經濟韌性強、潛力
大、活力足，推動高質量發展具有良好
基礎和有利條件，經濟長期向好態勢將
持續鞏固和增強，前景光明。」在3日
下午舉行的全國政協十四屆二次會議新
聞發布會上，大會新聞發言人劉結一這
樣回應有關中國經濟復甦的媒體提問。
隨着全國兩會拉開帷幕，外界將源源不
斷獲得有關中國發展藍圖的關鍵信息。
今年共有3,000多名中外記者報名採訪全
國兩會，新加坡《聯合早報》稱，這意
味着北京人民大會堂廣場將重現人山人

海的盛況，重要記者會的現場將「一座
難求」。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5周年，是
實現「十四五」規劃目標任務的關鍵一
年。中國將如何設定GDP增長目標？兩
會圍繞「新質生產力」的討論將如何展
開？將就備受關注的兩岸形勢作出怎樣
的表態？在地緣政治動盪的外部環境
中，中國將在外交政策方面透露出哪些
信號？外媒將在它們所說的「中國最大
年度政治活動」上逐一尋找這些問題的
答案。
「匯聚世界目光，中國進入兩會時
間。」《歐洲時報》記者3月1日就在兩
會新聞中心看到不少中外記者已進入工

作狀態。美國《硅谷時報》主編于麗娜
3日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兩會作為
世界了解中國的重要窗口，每年吸引大
量國際媒體的目光，《硅谷時報》此次
派出採訪小組，從舊金山灣區飛抵北京
直擊兩會現場。在採訪中，他們將重點
關注中國式現代化、高質量發展、高水
平對外開放等「兩會熱詞」。
新加坡《聯合早報》說，3日下午舉
行的全國政協會議新聞發布會是今年兩
會的首場媒體採訪活動。時隔4年，發
布會恢復免隔離的線下採訪模式，參加
媒體人數不再受到限制，人山人海的景
象重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全國兩會4日
正式在北京拉開帷幕。作為觀察中國政策風向的
窗口，全國兩會受到外媒高度關注。中國2024
年經濟增長目標、新質生產力等成為外媒報道的
高頻詞。
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指出，中國將在兩會
上宣布2024年經濟增長目標，並概述經濟振興

策略。投資者將密切關注政策優先事項和刺激信
號，關注重點將包括財政刺激力度、新經濟增長
點以及促進消費的計劃等。
《今日巴基斯坦》網站報道，兩會將回顧中國
2023年宏觀經濟情況，並公布包括中國2024年
國內生產總值在內的重要經濟目標。除此以外，
電動汽車、人工智能、數字化、現代化、綠色轉

型、中小企業以及混合動力技術等議題也將在兩
會中被提及。
報道分析稱，當前中國經濟需要尋求科技突

破，發展新質生產力。中國或將在兩會期間討論
和起草相關政策。
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報道，在

會議期間，中國或將討論支持科技與創新的計劃，

這與最近中國呼籲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理念一致。
韓國《中央日報》刊文稱，新質生產力預計將
在兩會上受到高度關注。報道指出，該詞彙已成
為中國社會的一大關鍵詞，在今年中國多個省份
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均有提及。報道還稱，促進海
外投資、提高國際市場參與度也將成為今年中國
兩會的熱門話題。

新質生產力等成外媒兩會報道高頻詞

匯聚建設現代化的人民力量
阿根廷留學生馬西是吉林大學文學院
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專業的一名博士
生，他對中國民主的認識最初來自他的
導師。馬西的導師禹平教授曾擔任吉林
省長春市政協常委，去年當選省人大代
表，她常態化地開展調研並提交意見建
議給相關部門。「她的每條意見都得到
尊重」，這給馬西留下了深刻印象。
馬西感受到的是中國全過程人民民主
的一個重要功能——廣泛聽取人民意
見。這從兩會代表委員的組成中就可見
一斑：全國人大代表從基層通過層層選
舉產生，來自全國各地區、各民族、各
方面，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中一線工
人、農民和專業技術人員代表合計佔比
近四成。全國政協委員來自各黨派、人
民團體、各民族、各界等。
不僅如此，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在
全國設立的45個基層立法聯繫點，帶動
省市兩級人大設立立法聯繫點6,500多
個，它們作為基層和群眾參與立法工作
的「直通車」，靈活運用調研、座談、
論證、聽證、評估等方式充分吸納民
意。

古巴哈瓦那大學國際經濟研究中心資
深研究員路易斯．雷內．費爾南德斯指
出，中國式現代化建立在人民真正參與
民主制度的基礎上，這確保了在制定發
展戰略和計劃時都能照顧到人民的利
益。
巴西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羅尼．林
斯認為，全過程人民民主讓民眾參與到
整個政治進程，實現了民眾的有效參
與，符合人民群眾的利益和需要。
廣泛吸納民意，既要在政府決策中充
分反映人民願望，也要充分利用人民智
慧、匯聚人民力量。只有發展全過程人
民民主，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
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充分激發
全體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匯聚起齊心協
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強大力量。黨的
二十大報告指出，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
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
全國兩會上，代表委員共商國是，審
議討論各項工作報告和法律案，提出議
案、提案、建議……在黎巴嫩絲綢之路
研究院院長、黎巴嫩中國對話之路協會
主席瓦里夫．庫邁哈看來，中國的全過
程人民民主使社會不同群體都能參與決
策，培養了人民的歸屬感和共同責任

感，有利於在社會成員之間達成共識、
促進協作。
巴基斯坦南方科學和技術促進可持續

發展委員會伊斯蘭堡大學中國研究中心
主任塔希爾．蒙塔茲．阿萬參加過中國
的地方公開聽證會和地方在線論壇，親
眼目睹政府機構與社區組織和志願者一
起密切合作解決問題。「中國民主制度
的一個特點是，從人民根本利益出發凝
聚共識。這種民主機制促進了中國人民
的團結，使他們能夠為實現中國式現代
化的共同目標而努力。」

人民共享現代化成果
上海市黃浦區五里橋街道是基層治理

中踐行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一個案例。始
於這裏的「三會」制度——聽證會、協
調會、評議會，已推廣到上海全市並被
納入地方法規。不久前，這裏迎來一批
蒙古國記者，他們興致勃勃地試乘了老
舊小區多層住宅加裝的戶外電梯，親身
感受了中國老百姓如何有效參與城市治
理。
五里橋街道在推動加裝電梯的工作中

探索出民主協商、因地制宜、一梯一策
的做法，在基層黨組織帶領下充分尊重

居民主體意願和利益訴求，利用「三
會」制度等基層治理方法支持居民自治
共治，讓居民享受到國家和城市發展帶
來的好處。蒙古國記者對這種居民與社
區共同推動的治理模式十分感興趣。
「我認為蒙古國也應該借鑒這類工
程。」烏蘭巴托新聞網記者阿拉坦吉嘎
蘇說。
巴西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林斯指
出，中國通過完善一系列法律法規，保
障了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實行，確保人民
群眾是民主決策真正的受益者。墨西哥
城自治大學國際政治研究員愛德華多．
齊利認為，中國探索出一套有機貫通、
相互協調的民主監督體系，建立了運行
高效、分工明確、職責清晰的監督網
絡，從而確保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落到實
處，確保現代化成果由人民共享。
在全國人民共同奮鬥下，中國的現代
化建設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活也發生
翻天覆地的變化，國際社會高度評價。
「在雲南的昆明、玉溪等地，地方特
色產業蓬勃發展，帶動當地許多民眾致
富，這給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回
憶起去年作為南非媒體代表團成員訪華
的經歷，南非「外交界」網站主編基爾
坦．巴納說，這些地方曾經貧困人口很
多，近年來迎來跨越式發展。「在我看
來，通過鄉村振興實現共同富裕，這就
是中國實現現代化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一
個很好例證。」
法國國際問題專家讓－皮埃爾．帕日
談起自己時隔20多年再次訪華的經歷，
也深有感觸。「中國的面貌發生了巨大
變化。我和當年認識的老朋友交流，他
們說自己的生活越來越好。同時，我觀
察到，他們對社會公共事務的參與也越
來越深入。」
古巴哈瓦那大學國際經濟研究中心資
深研究員費爾南德斯說，中國貧困人口
大幅減少、衞生和教育事業不斷進步、
城鄉差距持續縮小，這些都伴隨着中國
全過程人民民主實踐的不斷深入。
尼日利亞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查爾斯．
奧努納伊朱評價，全過程人民民主給中
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利益。西班牙ES-
ADE商學院教授蘇傲古說：「我看到中
國取得了不可思議的發展成就，這個制
度運行得相當好。」

中國民主實踐引發關注思考
英國國際關係專家基思．貝內特長期
關注中國發展。去年，他參訪了貴州省

貴陽市觀山湖區金元社區。那裏的基層
治理給他留下深刻印象。
在這個社區，居民提出的問題被收集
匯總，社區工作人員和志願者為能夠及
時向居民提供服務感到自豪。居委會主
任袁琴說：「只要居民有需求，我們就
會努力解決它。」在貝內特看來，這表
明「人民的治理不僅僅是代表人民，更
是服務和關心人民的需求和他們生活的
方方面面」。
這次訪問也讓貝內特對中國的民主制
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說，在西方國
家，人民在競選中聽着各種天花亂墜的
口號，而到選舉結束後就毫無發言權。
中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結合了馬克思主
義理論、中國革命歷史經驗和中華優秀
傳統文化，平衡了公共利益和個人利
益。
近年來，一些西方國家政治亂象加
劇：黨派惡鬥不斷，政策搖擺不定，民
意嚴重分裂，經濟發展停滯。在此背景
下，中國式現代化的巨大成就和全過程
人民民主的成功實踐，引發世界上不少
像貝內特這樣的有識之士的深入思考。
「中國式民主與西方民主的主要區別

在於，中國的民主以人民大眾的利益為
中心，而不是以少數人的利益為重。」
俄羅斯科學院中國與現代亞洲研究所政
治研究和預測中心領銜研究員帕維爾．
特羅辛斯基說。柬埔寨柬中關係發展學
會會長謝莫尼勒認為，中國的各項政策
是圍繞人民制定的。西方民主雖強調所
謂「人權」「自由」，但其實是把資本
的利益擺在首位。
墨西哥城自治大學國際政治研究員齊
利指出，中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貫穿於
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人民可以通過包
括選舉在內的多種途徑參與國家事務，
而有些國家把民主的重點僅僅放在選舉
上，很難有效保證公民全方位的政治參
與。因此，「中國的民主模式值得全球
南方國家研究借鑒」。
巴基斯坦南方科學和技術促進可持續發
展委員會伊斯蘭堡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阿萬認為，中國的民主制度在促進現代
化上有三點優勢：因地制宜，將民主制
度和本國現代化建設的實際相結合；以
人為本，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和願望；
統籌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縮小差距並
促進全體人民的長遠發展和共同富裕。
「中國民主制度與中國式現代化的關
係，為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追求民
主和現代化提供了寶貴的見解和經驗。」

◆上海市黃浦區五里橋街道是基層治理中踐行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一個案例。不久
前，這裏迎來一批蒙古國記者，他們興致勃勃地試乘了老舊小區多層住宅加裝的戶
外電梯，親身感受了中國老百姓如何有效參與城市治理。圖為上海老公房配上了新
電梯。 資料圖片

◆3月4日，全國政協十四屆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圖為中外記者聚焦會議。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