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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共于
当日在北京举办盛大庆祝活动。7月4日，美国各地展
开建国245年庆典。作为不同制度的美中两国在政治、
经济、科技和军事领域展开竞争与对抗。本文在此聚
焦庆祝活动、介绍制度概念与特征，论述制度的发展
和比较优劣，分析和讨论不同制度的竞争和对抗。

庆祝活动的聚焦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党庆大会发言中指出，中国

已步入小康社会，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的复兴。他强
调“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了”。他表示，对试图欺负、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
外来势力，“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
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他还强调“解决台湾问
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粉碎任何台独图谋”。习总
的讲话被解读为美中对抗的强硬态度。党庆期间，北
京市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封路封航和天空管制。全市
近100万公安武警军人和治安人员参与维稳。天安门
广场周围岗哨密布，挨家逐户清理外来流动人口和车
辆，限制交通及通讯，严格控制飞行物和异议人士活
动。其气氛如临大敌、草木皆兵，丝毫无和谐社会平
稳安定的景象。

自去年初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美国首次恢复国
庆活动。各地取消封锁，开放公共场所，举办游行、
音乐会和燃放烟花焰火。民众探亲访友、参加活动，
据称有4千万美国人外出旅游。虽然变异新冠病毒正在
美国传播，但全美仅有58%的成年人完成疫苗接种，
个别州低于40%，这与政府制定70%的目标相差甚远。
其原因并非疫苗缺乏，而是许多人拒绝接种，并且制
度和法律不充许政府强迫民众接种疫苗。低接种率、
病毒变异及广泛的活动可能导致疫情卷土重来。中美
两国在党庆和国庆中表现出，在不同制度下政府作
用、社会状态和民众反应有着明显的差别。

概念及特征
制度是指以规则或运作模式来规范个体的社会结

构，是在一定条件下社会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
法律体系。按照人类发展进程及演变，社会制度分为
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制度。制
度受不同思想及价值观的影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
制度发展的根本原因。起源于16-18世纪的欧洲的资
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别是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前者
是私人拥有资本财产、劳动力透过薪资自由买卖，后
者则为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根据马克思理论，资本
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力空前提高，无产阶级通

过暴力夺取政权，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
会。这种理论造就了苏联和东欧的崛起。

按照人民对国家掌管和公共政策参与，社会分为
民主制度和专制集权制度。民主制度特征是人民享有
掌管国家的权力，表现为选举和被选举权。人民通过
投票选择国家和地方官员及议员。人民有言论、新闻
出版、结社集会和宗教信仰的自由。通过立法、司法
和行政互相独立来约束个人和政党的权力，实行互相
监督机制和依法治国。媒体和互联网不受国家管控，
民众可自由获取信息和表达不同意见及观点。宪法保
护私人权利和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人民成为名符其实
的国家主人。专制集权制度则表现为一党专政或个人
独裁治国。他们掌控政府、议会、司法和军队及国家
一切权力机构。政党由领导人控制，缺乏监督和约束
个人权力的机制，无透明公开的选举，民众无法选择
国家及地方官员和立法者。人民缺乏结社、集会和宗
教的自由。司法不独立、权力大于法和个人权利及财
产得不到法律保护。党管控媒体和社交网络，设立防
火墙，屏蔽国际媒体和网站，封闭各种对党国不利信
息，删文封账号及因言论获罪层出不穷。这种状况
下，人民当家作主只不过是一句空话。

发展与比较
不同制度的国家一直在推行其价值观，输出各自

理论与实践，及宣传成功经验。依照资本主义宪政模
式，美国建国已达245年，并通过宪法确保制度的延
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向他国推行民主和人权理
念。他们通过经济制裁和军事手段打击破坏民主、压
迫自由和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国家。这被一些国家视为
不尊重国家主权和干涉他国内政。上个世纪，苏联和
东欧共产党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共则在共产
国际的资金和人员帮助下成立已有100年。“十月革命
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马列主义”，并通过暴力革命
和武装斗争建立政权。中国现为世界上唯数不多共产
党统治的国家，中共大力宣传其制度优越性，声称在
国内消灭了贫困并已建成小康社会。在国际上，提出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发展“一带一路”计划，
以扩展其政治制度的影响力。

制度优劣和人民生活、国家发展与持续，这些都
与国际认同密切相关。自二战后美国一直处于世界第
一地位。2020年美国GDP为20.5万亿美元，人均收入世
界排名第4，为6.29万美元。近十几年中国生活水平迅
速提高，人均收入达1.04万美元，世界排名第62位，但
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仍有明显差距。中共自1949年建
国以来，国家整体实力逐渐增强。生产总值GDP已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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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升到第2位，达到15.58万亿美元。然而，制度
的持续并不与国力成正比。如19世纪下半叶，清王朝国
民产值在世界排名第2，但在内外矛盾重重夹击下走向
崩溃。苏联解体前，其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名列前茅，
但苏共统治仍走向灭亡。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共产党统
治的国家蓬勃发展，共产主义阵营蒸蒸日上。虽然进入
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和东欧变天显示共产主义已被许多
国家摒弃，但中共政权及专政制度仍持续至今。这种状
态能否保持不变，世界将瞩目以待。

竞争与对抗
当今世界上，民主和专制集权两种截然不同的制

度产生的竞争是必然趋势和不可避免的。不久前，美国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战略竞争法案，针对中国。这项
获得两党支持并前所未有的法案是为了在政治、外交、
经贸、军事、科技创新和文化领域应对来自中国的挑
战，以增强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力。美国提高中国货物进
口关税、对中国高科技公司打压和限制留学生等，种种
举措的本质是不同制度的竞争。中国也在这些领域进行
反击，但由于实力的差距，中国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
位。

美中两国在人权和地缘政治上有着明显的冲突，
表现在新疆、西藏、香港、台湾和南中国海等问题上。
美国联合西方盟友对侵犯人权的中国企业和个人实施惩
罚和制裁。美国增加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军舰在台湾海
峡和南中国海游弋及军机降落在台湾，试探中国的反应
和挑战中国的底线。最近，拜登总统命令情报系统对新
冠病毒起源进行调查，以确定是否在中国发生实验室病
毒泄露的可能，开启新冠疫情追责的行动。如果病毒泄
露得到证实，将会对中共统治产生巨大的压力和冲击。
虽然美中两国在多个领域产生矛盾和冲突，但目前双方
并未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美中两国是世界上核大国和
超级军事大国，直接军事对抗将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
难。这是两国及世界人民所不愿意看到的。

结语
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的竞争和对抗是漫长复杂的

过程。有学者将它比作为“百年马拉松”的竞赛，其最
终结果尚未确定。任何制度并非十全十美。无论是民主
或是专制国家，内部都存有许多矛盾。如美国有枪枝滥
用、个别警察执法过度、移民和种族歧视等问题。中国
有司法不公、缺乏民主自由等人权问题，并使其在国际
上处于孤立地位。一个良好的制度需要不断变革与完善
方能长久和持续地受人民认同和欢迎。国家制度的选择
应由人民来决定，而不是由少数统治者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