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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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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的提出，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重大的现实课题。面

对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挑战：社会构成多样化，社会利益多样化，社会价值的多样

化。这些复杂的问题都要求中国共产党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能力，推进党领导方式的现代化，党的功能的现代化，党的意识形态的现代化，推进党的体

制和机制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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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届四中全会在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

时候，第一次明确地要求党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这对党执政能力是一个重大

的考验。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生态环境正

发生着深刻变化，能否适应并驾驭这一复杂、全面

的现代化变迁，成为执政党新阶段面临的重大现

实课题。

一、推进党的现代化是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胡锦涛指出，我们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一个公平的社会，

一个人际关系和睦的社会，一个治安良好和团结

稳定的社会。“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

的提出。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现实社会是不和谐的，

而是指执政党在适应多样化的社会发展现实，承

认社会结构的分化和社会群体利益存在矛盾的前

提下，为进一步提高中国社会的和谐程度和和谐

水平而提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在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中起主导作用，这种主导作用体现为

运筹和总体运作的方面。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

社会发展中的曲折与曲折中的重大发展都与中国

共产党息息相关。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现实需

要，构建和谐社会的紧迫任务，要求党及时做出反

映，并采取措施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出有效的政
治支持。“中国现代化的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政

治系统能够为现代化提供多大程度上的政治支

持。’’‘21

政党现代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所谓

政党现代化，就是政党适应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

需要，适应社会发展进程，使自身结构、功能、机制

和活动方式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过

程口瑚。中国共产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主导作

用是具体的、历史的，是一个不断推动自身现代化

的过程。党也应该顺应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与时

俱进，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推进党的现代化。在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进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000—3000美元的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收入差

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巨，容易引发社会的动荡)，

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这对中国共

产党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了挑战。

二、执政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

临的挑战

(一)社会构成多样化

社会结构变迁，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导致社会

非稳定因素的增长。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地域之间

发展的不平横、社会成员贫富差距的扩大，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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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领域各种价值观念、社会思潮、利己主义等消

极思想的出现，在政治领域体现为政治功能的缺

损、权力的腐败、政治参与的扩大化与制度建设滞

后的矛盾等等。我们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稳定的政

治局面，而政治稳定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的

力量，“一个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致

党的力量”，“凡达到目前和预料到的高水平政治

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至少拥有一个强有力的

政党“【4j。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力量的中

国共产党必须强化政治稳定的功能，消除、弱化各

种非稳定因素的影响。

(二)社会利益多样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分化

形成了社会利益群体的多元化、利益需求的多样

化、利益关系的复杂化。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

济体制改革，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

单一的旧的利益格局和二元结构，形成了新的利

益群体，不同的利益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需求，这

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冲突和矛

盾。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要回避矛

盾，而是要善于缓和矛盾，化解矛盾，既要使社会

充满生机和活力，又要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这

就要求我们党提升整合社会的能力和适应性。保

护不同类型群体和个体的合理的利益关系，调节

不同利益关系问的矛盾和冲突，把不同利益关系

的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三)社会价值的多样化

社会构成多样化、利益关系的多样化、社会阶

层的多元化必然导致人的理想和价值追求的多元

化。由于主客观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

以前，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都表现出高度

一元化的特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奠瓮国的社

会生活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

就业方式、利益分配、利益关系多样化，打破了传

统的一元化格局，社会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人们的

价值取向也多元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民主和

法制的范围内允许、鼓励、引导人的多元化的理想

和价值追求，为具有不同理想和价值追求的成员

提供社会参与途径，缓和社会矛盾，把社会矛盾和

冲突转化为整个社会前进的动力。“不允许和压

制矛盾和冲突，是僵化社会制度的标志，僵化社会

制度不忍最终因僵化而崩溃，而灵活的社会则通

过矛盾和冲突而受益。”【51如何把社会矛盾冲突

转化为社会前进的动力。无疑对执政党的社会整

合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取决于执政党意

识形态是否更具有包容性，能更广泛地吸收不同

的价值追求和意识形态的力量，转化为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力量。

三、推进党的现代化，提高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

由领导计划经济的党向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党转变，以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领导国家三重

任务№1，这指出了党在现阶段发展变革前进的方

向，时代的发展社会转型需要执政党自身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必须体现时代特性。适应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实现从传统执政向现

代执政的根本转变。为构建和谐社会。在推进党

的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上，针对构建和谐社会遇到

的新的挑战，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一)推进党的领导方式的现代化

党的领导方式是党在领导实践中所采取的体

制、机制、手段的总和，其现代化是要适应社会现

代化发展的进程和特点，采取现代化的领导方式

和执政方式，树立执政意识，想问题、做决策都始

终从一个执政党的基本事实出发，实现科学执政、

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

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7】。执政方式的

科学与否，不仅关系着党的执政地位，以致社会主

义现代化事业的兴衰成败，而且直接影响着党自

身的现代化进程。随着公民社会的成熟．公民要

求参与社会管理，这时党的领导方式就应该由领

导向治理转变。还政与民，构建党、国家与社会的

良好合作的关系。由过去的单一的党和国家自上

而下地指令性，变为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治理

不是削弱党的领导作用，“治理就是指众多利害

相关的行动者共同参与公共事物管理并通过协商

和合作达成决策、规则与制度的过程。”【81由过去

单纯的政治管理转变为治理和善治，即政治管理

主体的多元性，政治参与的广泛性和政府与人民

之间的良性互动并使之相结合。同时执政党还应

处理好执政合法性与科学性的关系，“合法性意

指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认为政府的统

治是合法的公正的”，一1即合法性，从两个方面

看，从公共权力方面讲，它指公共权力具有权威认

可，从公民方面讲，它指公民对公共权力及其运用

的认可。但是如果权力不变成权威，这种统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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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长久。我们的执政合法性来源于人民，失

去民心就失去天下，这就要求执政党民主执政，在

民主执政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执政的科学性，

失去了效率就失去了合法性的基础。

(--)推进党的功能的现代化

政党现代化的目标之一，就是使政党能够根

据在政治体制中的定位。履行并及时调整完善功

能．顺应现代化的要求，保证政治体制的正常运

行。政党在政治体制内的主要功能是目标制订，

利益表达、社会化和动员精英的形成与遴选u0。。

推进党的功能的现代化即转换和完善党的功能，

使党的功能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当前，执政党

面临着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历史任务，整合对象

的复杂化、多元化，要求政党无论从理念上还是从

思维方式上，或是手段、方法上适时做出调整和改

变。随着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时期，政党的功能应

该随着社会发展而转换，从由计划经济时“党、国

家、社会”的一元化领导转变过来。在社会转型

中，公民社会逐步成长，人民参与政治、进行利益

表达的渠道和手段越来越多样化。公民社会和随

之而来的各种民主要求的扩张，使政治领域的供

求关系出现了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处理不好就

会酿成危机，控制和引导公民社会才能保证公民

社会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不断要求提高党的适

应性和社会整合功能。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增强

适应社会变迁的能力，提升领导和整合社会的能

力。首先，建立和拓宽利益表达和信息沟通的渠

道。社会整合首先是利益的整合，这就要求政府

和公众之间有足够的沟通渠道，及时了解公众的

利益、愿望、并做出反映确保利益表达渠道的畅

通。其次，发展党内民主推进党内民主化，中国共

产党要发挥整合功能，首先要把党内力量调动起

来，吸纳社会各方面的精英，使决策更加科学化、

效能化。

(三)推进党的意识形态的现代化

“现代化的意识形态至少有两个最基本的特

征，一是有广泛的包容性。二是有足够的弹性和

张力”¨网。即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应该是顺应求

变的意识形态，应该是能够对环境的变化及时做

出回应的意识形态，应该是能把社会的大多数都

聚集起来的意识形态。增强党意识形态的包容

性，即扩大执政党价值体系的社会认同的基础，使

党的价值体系能反映更广泛的人民的意志和价值

取向，把许多不同的观念和价值整合在一个思想
·20．

体系之内，对各种观念进行整合和提炼，择其善者

而用之，在更广泛的空间，能够为尽可能广泛的政

策做出选择提供理论支持。不但应该有意识形态

的包容性，而且还应对各方面的变化做出回应，根

据这些变化对自身进行调整，即意识形态的弹性。

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遇到

新的挑战，人们价值追求的多元化。意识形态的多

样化，打破了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一元化的格局。

对我们党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形

成了强烈的冲击。执政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

们立党治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的前提下，积极主动，

整合各种意识形态，把党的意识形态社会化，形成

广泛地政治共识，能够更广泛的容纳广大人民群

众的意识形态。我们强调要增强共产党意识形态

的包容性和弹性。并不是要淡化或者搞指导思想

的多元化，更不是要放弃党的马克思主义指挥，而

是恢复一度我们狭隘的教条的理解，恢复马克思

倡导的民主、自由的理念。

(四)推进党体制和机制的现代化

党的现代化方方面面。最终都落实到制度上。

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向导。邓小平强

调制度问题是决定性的因素，是根本性、全局性、

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建设的关键主要在于体

制和机制的健全和完善，“推进制度建设，就是要

针对党的活动制定一系列要求、规定和规范。把它

们环环相扣地连接起来，形成网络，构成体制和机

制”口0340。从体制和机制上推进党的现代化。推进

党的运作的制度化要注意以下几点：1．比较借鉴

推进党的现代化应该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

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西方国家的执政党的

执政经验。在建立科学的党的运作体制和制度问

题上也是如此，吸收借鉴其它国家政党的运作模

式更重要的是贯穿于这种模式中原理性和规律性

的东西，如西方多党合作制，我们就应该学习多党

制的功能和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2．循序渐进

探索党的运作机制是一个复杂、系统、持续的过

程，需要根据实践进行调整、修正的过程。政治体

系改革牵涉人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比经济上的

改革更敏感，更事关大局．要把握好改革、发展、稳

定的原则，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3．改革创新、吸

收、借鉴不等于照搬。整顿现代化不等于政党或政

党体制西方化，要适合本国的政治和社会文化背

景进行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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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ic Emphasis and Tactics of Current Chinese

Industry Structural Adjustment

CUI W．ei

(Jina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Shandong Jinan 250012，China)

Abstract：It is蚰understanding蚰gle of the gene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tO raise and develop the predominating industry．弛．

form the traditional industry and develop the hig}I new technique industry．It is also蚰important method to understanding prob-

lems caused in the eoulffie of the industry structural adjustment．Based on this，the strategy of the important industry projects lead．

ing can be carried out in real practice．And hrge—scale projects with lIigh radiation will be under construction，to raise the in．

dustfial competing ability。turn the new hish technique into business and promote the upgrad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Keywords：industrial structure；scientific model；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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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of socialism poses a significant realistic quextion t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

na．Facing the CUrrent challenge of constructing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social components。the di-

versification of social benefits。the diversification of social value．These complex questions all require the Communist Pany of

China to adapt to the requirement of modernized development．In order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constructing the socialist hermo-

nious society，the Party needs to promote，the modernization of party function，the modernization of Party自ideology system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system of the Party and mechanism．

Keywords：the modernization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nfling ability；harmonious society

·47·

=I列钉"钉叫”引们m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