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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写一本专论政党的书的想法，大约萌生在20年前。
1985年7月，我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硕士研究生毕业。
那时的硕士，还稀缺得很。
所以，找工作的事，似乎根本不用发愁。
而且实际上，我的导师张汉清先生、曹长盛先生都已然为我做了周到的安排：去中联部，那里缺人。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光听这响亮的名字，就会使人羡慕得不得了，更何况我当时来自青海，
曾在那里的穷乡僻壤当过知青！
一步登天，该知足了。
忽一日，系办公室要我去接待一个用人单位，理由是，尽管定向已明确，但作为不留校的毕业生，了
解一下来访单位，为自己增加一个选择机会，仍是件好事。
我欣然答应，和中央党校的两位老师见了面。
不成想，这竟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
那时的中央党校，没有什么名气。
在我们这些不了解它的人看来，中央党校就是一个没什么事可干的快退下来的老干部们休养的地方。
而且，或许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办“五七干校”造成的后遗症所致，我在很长时间里都有一种犯
了错误的人才会去中央党校学习的误识。
很显然，和中组部、中宣部、中联部这些名字相比，对大多数人来讲，中央党校是缺乏吸引力的。
来人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研究党的建设，光研究中国党自己不行，还需要研究其他共产党，特别
是苏共为代表的执政的共产党。
当时，我们党已经恢复了与各执政的共产党的关系，在这些党内，开始出现改革的呼声。
波兰党已经经历了由“团结工会”引起的危机，苏共则是戈尔巴乔夫初掌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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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党务管理需要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如何使党的组织运行灵活而有效。
政党由党员组成。
党员又被集合在党内组织中。
政党还可以为了贯彻整个党的意图而制定自己的纪律。
但是同时，政党又是人们为追求共同价值自愿组织起来的，参加组织的人是为了共同的目标而集合在
一起。
所以，每个成员的自主性是政党不可或缺的原动力。
有效的党务管理，就是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把这两者整合成集体的意志和共识。
二是如何防止权力的侵蚀。
政党首先以执掌权力为目标。
但是，权力对执掌者有强大的腐蚀性。
权力的巨大能量往往使掌权者在向政治目标前进的同时，也获得相应的利益，这种利益有时会挑战政
党赖以使自身凝聚起来的价值，使政党原先的价值发生畸变。
所以，如何既有效运用公共权力实现政党的政治目标，又避免权力的腐蚀，成为政党必须面对的问题
。
这也正是党务管理要研究的重大课题。
　　以上只是从一般的学科角度，列举了政党学研究的一些主要方面，不能说无一遗漏地概括了这一
研究的全部。
人们还可以选择其他不同的角度，对政党学的对象和内容进行梳理。
　　《政党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政党学基本理论，故名《政党论》。
《政党论》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确定一种政党政治研究的基本框架，在这个框架下，通过对政党政
治最基本方面的考察，探索政党活动的普遍规律性，促进对政党政治的研究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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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从事世界各类政党运行机制的比较和中国共产党建设问题的研究，致力于把政党比较拓展到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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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专著、合（编）著50余部，发表论文数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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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政党本论第一章 政党的起源和发展一触及政党这种政治现象，人们马上会提出的问题是：
为什么政治体制中会出现政党这种政治组织？
政党究竟是怎样产生的？
它为什么会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得到发展，并在当代政治中起着日益显著的作用？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不弄懂它们，就难以正确把握政党的本质，难以正确把握政党
与政治体制的关系。
可以说，了解政党的起源和发展，是了解政党政治的第一把钥匙。
一、政党的起源政党起源于西方。
对中国人来说，政党和民主、自由、宪政等一样，是一种舶来品。
这是我们研究政党政治，特别是研究中国的政党政治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背景。
（一）现代政党的产生中国文字中的“党”字是一个历史极其悠久的词。
《周礼》中关于“五族为党”的记载，《礼记》中所谓“睦于父母之党”的说法，以及《论语》中讲
到的“吾闻君子不党”等，都可以作为“党”很早就见于文献的证据。
但是，这里的“党”字包含的意思，或是指划分居民的基本单位，或是表示亲属关系，或是用于形容
搞秘密团伙以营私的行为，显然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政党相去甚远。
中国封建社会的“党争”，如唐代的牛、李党之争，宋代的新、旧党之争，明代的东林党与非东林党
之争，清末的维新党与守旧党之争，以及历代封建统治者立“阿党附益之法”（汉武帝），诛杀“奸
党”（明太祖），写“朋党论”告诫百官（雍正），实行“党锢”，这中间的“党”字，都是针对统
治集团内部钩心斗角的帮派而言的。
明末清初以后出现的“会党”，“党”字的含义又有所不同。
会党的组织性较以上的“朋党”为明显，基础也更为广大、更为底层化，多指秘密的民间团体，如天
地会、哥老会、大刀会、小刀会、青红帮等。
这些秘密团体封建迷信色彩浓厚，且有反叛性（例如以“反清复明”为旗帜），因而往往被用来集结
对社会不满的人群，成为组织起义的一种方式，当然也常常为统治阶级所利用。
可见，会党显然也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意义上的政党。
现代意义的政党最早出现在英、美两国。
在英国，政党是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封建贵族势力与工商业资产阶级、新贵族之间进行的复辟与
反复辟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英国革命给了土地贵族和得益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天主教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但是，由于英国革命的不彻底性，封建势力只是受挫而并未被逐出历史舞台。
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
封建王朝和天主教势力都力图恢复失去的权力，而工商业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则力图保住得到的利益。
17世纪70—80年代，复辟势力和反复辟势力在议会中围绕王位继承问题展开了激烈斗争。
复辟势力拥戴公开的天主教徒詹姆士二世继承王位，而反复辟势力则试图在国会中通过《排斥法》，
以剥夺詹姆士二世的王位继承权。
在相互对立的两大派基础上，最初的两党产生了：“托利党”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势力的利益
，而“辉格党”代表了工商业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
和英国不同，美国的两党是在围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一重大问题而进行的争论中产生的。
18世纪80年代末，在讨论宪法时资产阶级内部形成了两派意见：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权力集
中，建立中央集权的政府；以杰斐逊为代表的一派则强调保障人民权利，主张权力不应过分集中于联
邦。
前者自称“联邦党人”，而把对方称做“反联邦党人”。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这时就已经形成了两个政党。
只是在杰斐逊此后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并于1792年正式建立了民主共和党之后，美国的政党才得以诞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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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杰斐逊利用民主共和党组织的力量取得了选举胜利，第一次显示了政党作
为参与政治的工具的作用。
从时间上看，英国政党的出现要早于美国。
但是，从组织上看，美国的政党出现后不久就有了比较完全的现代政党的特征。
相比之下，英国的政党更像是政党的萌芽。
直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两党才发展成了有比较健全的组织系统的现代意义的政党。
所以，有人把美国的两党看做第一批现代政党，而把英国更早些的两党看做现代政党的前身，这是不
无道理的。
工人阶级政党的出现要比资产阶级政党晚些。
一般认为，1847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
但是，若把民族性作为政党的一个特点，则应当把1869年建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看做第一个民族国
家范围内产生的工人阶级政党。
该党在德国若干工人组织联合的基础上形成，受到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的影响和支持。
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带动下，其他欧洲国家的工人政党也在这之后陆续建立。
和资产阶级政党不同，工人阶级政党一诞生就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比较完好的组织形式。
事实上，政党以何种形式产生，往往对政党后来的活动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政党的产生方式是研究政党的人们感兴趣的话题之一。
资产阶级政党和工人阶级政党是现代政党的两个基本类型。
它们都出现较早，并且都首先产生在资本主义发达的欧洲，因而往往成为人们观察的主要对象。
西方学者较早一些时间就对政党产生的形式进行了探讨。
在20世纪50年代，法国著名政治学者M·迪韦尔热在对各类政党和政党体制进行分析、比较的基础上
，提出了“内生党”（internal parties）和“外生党”（external par-ties）的概念。
所谓“内生党”，按照迪韦尔热的说法，就是从立法者本身的活动中渐渐形成的政党，也即从议会内
部产生的政党。
以上所描述的英美早期政党便是这种类型。
大多数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也都属于这种类型。
这类政党的特点十分明显：政党由已经身为立法机关成员的人们根据自己的利益、观点、倾向结合而
成，其活动最初仅限于立法机关内部，后来只是出于扩大势力、巩固地位的需要，才逐步向议会外发
展。
“外生党”则完全不同。
所谓“外生党”，迪韦尔热指的是那些在立法机关之外形成的政党。
这些政党最初在立法机关和其他权力机关中并没有自己的代表，相反，正是由于这一点，才致使处在
权力之外的人们建立政党，以便由政党来代表自己，提出对政治权力的要求。
不难看出，他的“外生党”概念，实际上描述的是作为资产阶级对立面的工人阶级政党这种类型。
迪韦尔热是在比较充分地考察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之后得出的结论。
所以，他的研究成果能对后来的研究者们产生较大影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但是，恰恰因为只是以欧洲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迪韦尔热没有，也不可能把政党产生的所有类型都
包括在内。
比较突出的，就是后来以雨后春笋之势迅速出现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党。
这些政党很难被划到“内生党”或“外生党”的类型中，因为这些政党所在的国家有的处于殖民地状
态，有的处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有的还停留在封建社会甚至部族社会，绝大多
数国家根本不存在议会。
此外，政党的政治目标也和西方政党大不相同：对这些政党来说，首要的任务不是在议会中争得席位
，也不是取现政权而代之，而是摆脱殖民地位，争取或维护民族独立。
这一类政党，无论是把它们算做“内生党”还是“外生党”，都是不恰当的。
很显然，不发达国家政党的产生有着自己的独特方式。
尽管从形式上看，由于有较发达国家中早已存在的各种政党做范例，这些政党一开始都有十分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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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国外政党模式的痕迹，但这类政党的产生方式既不同于西方的一般资产阶级政党，也不同于这些
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他政党，这是毫无疑问的。
（二）现代政党产生的一般条件政党产生的形式固然重要，但是，政党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产生，却是
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
政党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和其他政治现象一样，政党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政治、经济、思想及文化前提和条件。
1.社会分化及各阶级、阶层和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是政党产生的政治前提。
在西方文字中，“党”这个词，无论是英文“party”，法文“parti”，德文“partei”，还是意大利文
“partito”，西班牙文“partido”，都是从拉丁文词根“pars”转化而来，其意思是“一部分”。
就是说，政党是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建立起来的组织，表达的是一部分人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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