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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论略》

前言

作为必然的社会历史现象，政治因人类群体生存对公共秩序的需求而出现和发展。对公共秩序的需要
和调整事实上一直是人类最为关切的事务之一，公共秩序奠定了集体生活最为基础和重要的利益结构
和利益变迁，一切社会的利益关系及其制度化安排都体现了特定的社会本质属性。政治最基本的功能
在于通过对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和规范，为社会发展提供公正、廉价、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的秩序，来
维持、保障社会的正常运转。政治秩序既内含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基本属性，又在社会发展的方向上开
辟着“以人为本”的现实性与可能远景，观照“人的解放”始终是一切类型政治的应然目标。但是在
其现实性上，作为社会内在结构性要素的政治在历史长河中却更多地成为少数人支配多数人的工具，
因此人们总是在追求一种理想的政治，而这只有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和社会主义成为自觉的历史实践之
后才能成为可能。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上，虽然社会主义形态政治的价值追求无疑是具有真理性的，但
在其制度安排及体制运转上还有待完善，这是历史和现实经验告诉人们的事实。社会主义要讲政治，
但这远远不够，还要讲文明的政治、讲政治文明。政治文明在当下中国不仅具有价值导引功能，更是
现实利益诉求之所需，而其现实要求就是符合国情和世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社会
性质和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决定了政治文明必然是我国社会整体现代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但是
何种政治文明才是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既能实现与国体、政体及各种制度架构相统一，又能在我国社
会环境和政治体制中得以建设、落实和发展，这仍然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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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治文明建设在当下中国不仅具有价值导引功能，更是现实利益诉求之所需。从政党与政治文明发生
发展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理路，《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论略》主要阐析了社会主义政治
文明的价值规定和经验观察；政党制度框架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与政治文明，中共领导体制、中共与国
家权力的结构关系及其面临的问题；中共在政治文明建设中的责任和作用，尤其是在执政理念、政策
主张、组织结构和微观基础（党员）方面的适应性；政治文明建设的工具可能性——政治技术，以及
政治文明建设的外部因素（尤以国际共运和全球化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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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多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主体复合结构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社会基础第三节 中共与国家权力的
关系及相关问题一、中共取得国家权力的形式二、中共与国家权力的系统结构三、政治文明建设中党
与国家权力关系的几个重要问题第四章 组织能力：执政理念、政策主张、组织与个体第一节 党的建
设与政治文明一、加强党的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政治保证二、加强党的建设与建设社会主
义政治文明是统一的三、加强党的建设才能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四、必须以改革创新的
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第二节 执政理念一、关于执政理念二、中共执政理念的内涵第三节 政策主张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二、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三、推进国家建设四、加强意识形态建
设五、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六、和平崛起和参与国际机制的进程第四节 组织与个体（党员）一、
组织结构与纪律维护二、组织个体（党员）：规范分析三、组织个体（党员）：生活方式及其现代化
第五章 操作转换：对政治技术的探求第一节 技术问题域中的政治一、技术地位的上升及其二重性二
、技术的问题之域第二节 技术的前景一、E．舒尔曼的思考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技术观三、社会主
义技术实践的应然逻辑第三节 技术政治化与政治技术化：以“国际政治”、“政治体制改革”为个案
一、技术与国际政治二、技术与政治体制改革第四节 政治技术的理论思考一、政治技术的文献研究二
、从社会技术到政治技术：政治技术的出场路径三、政治技术的本质和特点四、政治技术的理论型构
五、兼顾特殊性与普遍性：政治技术的开放视界第六章 外部因素：国际共运与全球化第一节 国际共
运的政治历史遗留一、国际共运的成败得失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历史参照系二、列宁政治建设
的基本思想三、苏共实践对列宁政治建设思想的背离四、国际共运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启示意
义第二节 全球化与政治文明建设一、全球化对政治文明建设的双重影响二、在全球化进程中必须强调
政治文明的民族性和阶级性三、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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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政治公正是无产阶级政治的本质要求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政治在很长历史时期内成为
特定的阶级、集团、家族甚至个人进行统治、剥削和管理他人的工具，只有无产阶级政治才能实现国
家本质性、人民性和政治公正的统一。在社会的利益结构中，最基本的有三种：特殊利益与公共利益
、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对一个特定的社会共同体而言，由处于主导地位的社
会主体所形成的社会利益格局具有基础性的地位，由这一利益格局所主导和推动的社会利益博弈机制
决定了社会的基本属性。正如马克思主义所一再强调的那样：“必须到生产关系中间去探求社会现象
的根源，必须把这些现象归结为一定阶级的利益。”①在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规定着其
他一切社会关系的阶级性质，同时也支配着其他利益的形成和发展，因此现实的社会秩序及其演变也
必然要从生产关系的特殊结构中发生和发展。在私有制之下，社会利益是由特定的居于统治地位的少
数人来主导和决定的，并且陷入与社会普遍成员的对抗性矛盾中；而在公有制之下，由于从根本上消
除了利益矛盾的基础，因而社会利益是统一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具有利益的人民性特征。无产阶级政
权由于实现了公有制，并为这一基本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而服务，因此从根本上说，无产阶级政治与人
是统一的。正由于如此，政治产生于社会，而国家则是人类社会不断前行所不可回避的政治系统，阶
级社会的国家总是为私利而存在和发展，但是国家只要掌握在社会大多数人手中，它就能为社会进步
和和谐提供前进的动力。社会主义社会，正是由于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而使其阶级性、人民性和政
治公正具有了内在统一性。（二）从政治公正到社会主义政治公正1.几种典型的观点政治公正理论的
历史形态大都寓于一般的社会公正理论中。公正命题历来是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热情讨论的话题，政
治公正问题往往分散于思想家们对社会公正问题的理论探讨中。从古代希腊到近代欧洲、以及当代欧
美，政治公正问题一直是历久弥新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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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天津市十五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TJ03一DJ003）的最终成果
。2003年，正当政治文明理论探讨方兴未艾之际，在一次晤谈中，赵晓呼老师鼓励我从政治学方面选
取一个“小的视角”作一个研究。然而我十分犹豫，深知自己难堪此任。但是赵老师是乐观的，他不
放弃对我的鞭策，而我也想了却给自己补“党建”课的私愿。因此，最终决定一试。但不敢选取“小
的视角”，因为“大题小做”较之“小题大做”要容易得多。尽管如此，我还是颇感吃力，实际上我
一直认为这项工作的难度超出了我的能力。本书的完成，得益于邱小玲女士的参与，她撰写了第一章
的第二节和第二章的大部分内容。课题延宕至今，方才有一个结果，对此我是应该对自己的疏懒进行
自责的；而积极的方面是由于时间的拖延也使我们尽可能地站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行自己的思考。
回首当初的目的，有的似乎实现了，更多的则确定无疑地没有实现。如此，便算是一个开头罢。作为
一个连续的过程，本研究的部分前期成果已经分别在《学习与探索》、《社会科学战线》、《自然辩
证法研究》、《科学社会主义》、《江苏社会科学》、《学海》、《探索》等刊物上发表。在此我要
衷心感谢相关杂志编辑老师们的亲切鼓励和慷慨扶助！感谢李友文、赵连章、冯向辉、高建、朱光磊
、杜鸿林、张博颖、祝宝钟、刘润忠、赵晓呼、李淑华、王晓霞、杨升祥、何敬文、李志、岳林、陈
文杰、王沛战、李放、吴建军、毛英琴、张艺蓓、张新颜、王篆等诸位师长和朋友的教导和帮助。感
谢天津市社科规划办和天津行政学院的项目资助。感谢天津人民出版社王康老师辛勤而出色的工作，
使本书在内容与形式上改良颇多。先行者所贡献的智力和见识，都在我由衷的感谢之中。对于被引用
的成果，我尽量予以标注，遗漏与不周之处，尚希望作者见谅及与我联系。自然，一切文责皆由我承
担。而各位朋友的批评和指正尤其是我所欢迎和期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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