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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政党权威，尽管在现实中可能会表现为一定的组织实体或者人格化主体，人们往往把它作为既定
的事实加以审视或接受。
但是，政党权威的本质内涵在于政党要能得到权威客体的认同和支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将政
党权威与合法性理论关联起来，作者在书中论述过这方面的理论关联），因而，在探讨政党权威问题
时，要考虑其形成的环境，要分析不同时代背景或场景下引发人们对政党认同的各种要素。
从理论上讲，政党权威的形成是建立在一定的现实基础和价值理念之上，政党的政策主张如果不能满
足民众的利益诉求，或者政党所宣扬的价值理念不能契合人们的价值追求，它就不可能在社会中形成
权威性影响力。
问题是，无论是人们的利益诉求还是其价值主张，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都是具体的，甚至是动态的，
这就给执政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作者分析政党权威及其重塑问题，无论是在现实层面还是理论层面都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
　　从现实层面讲，政党组织作为一个组织实体存在，要推进组织的发展，必须考虑政党所运作空间
的变化，必须考虑其他主体的现实诉求。
因而，政党权威的树立不可能一蹴而就，政党要赢得他者的认同，必须对其进行理性地分析，找出能
引发这些主体对其认同的各种要素，并注意一定方式和手段的选取。
所有这些，都需要政党组织及其组织中的个体付出极大的努力，通过组织的构建、方针政策的提出和
政治社会化等活动来形成权威性影响力。
同时，对一个政党来说，无论是引发认同的各种结构性要素，还是政党的活动方式与手段，当环境发
生变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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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现代社会，政党权威主要来自人们的认同与支持。
政党权威的形成与散布过程是一个以政党为中心的社会整合过程，同时，有效的社会整合也是政党在
社会层面汲取资源和权威不断提升的过程。
政党要有效地整合社会，离不开对自身的“内整合”。
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层面的变动，政党权威的基础也会发生变化，因而。
政党权威树立并不意味着其权威问题得到永久解决，政党必须关注其作用空间的变化及由此引发的对
其权威基础的侵蚀。
本研究在对权威与政党权威、整合与社会整合以及嵌入等概念进行理论解析的基础上，历史地考察了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计划经济时期的权威生成模式与嵌入方式，针对转型期(改革开放以来)对政
党权威基础的挑战，执政党必须从政治层面、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进行回应，将其权威建立在制度的
基础上，形成执政党的制度性权威。
　　在理论基础部分，本研究在政党与权威、社会整合与政党权威、政党权威与“嵌入”间建立起理
论关联。
政党主要是“嵌入”到一定的权力关系和社会结构中，这些权力网络和社会结构为政党权威的形成与
散布提供了平台。
“嵌入”理论强调具体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因素对组织行为的影响，政党权威的树立与拓展，政党的
社会整合要能有效展开，它们需要政党同其关联的政治体系、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进行积极有效的互
动。
　　在历史考察部分，本研究认为，在近代中国，中国社会整合上的危机(主权不独立、政权的分割、
政治组织的缺失和文化认同的迷失)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它将追求民族解放的现实性要求同自身的政治
理想结合起来，并通过观念引领、制度设计、社会动员和政治革命来展示自己的权威性力量，实现着
对社会的有效整合。
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党权威和社会整合是通过“一元化”的执政体系、人格化要素、意识形态的树立
和政治动员等来维系的。
新中国执政体系的构建具有明显的政党推动的特点，政治关系的设定和制度化是执政党主导的结果。
　　在现实挑战部分，本研究认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侵蚀了单位体制，出现了单位整合
的限度；市场社会强调了利益整合，却可能形成政绩合法性困局；社会价值的多元与社会意义的缺席
、认同的迷失提高了执政党价值整合的难度；政治现代化的制度需求呼唤着执政党的“法治性嵌入”
。
　　在回应挑战部分，本研究认为，在转型期，执政党要回应挑战、重塑权威，必须有效解决“外整
合”与“内整合”的问题。
“外整合”要求执政党要尊重其行动空问中其他主体的发展逻辑和运作规律。
具体来说：在政治层面，执政党在其组织嵌入和人事嵌入过程中，要考虑公共权力理性化的要求，注
重党政关系的规范化；在社会层面，执政党的嵌入与公民社会的生产以及对公民社会的引导和规范联
系在一起，其组织嵌入要考虑其嵌入的有效性；在文化层面，执政党的嵌入既要考虑形成一种有利于
政党组织发展和政党功能履行的政党文化，又要考虑意识形态整合的有效性，在价值整合中要注意其
适应性、包容性以及其社会化手段的科学性等问题。
“内整合”要求执政党要提高自组织力，通过制度激励、价值内化、精英发展、党内关怀和惩治腐败
等“选择性激励”来促成有效的集体行动。
　　执政党制度性权威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执政党、国家和社会的合力推动，并且在现
实中应遵循渐进性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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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对政党权威的理解要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政党权威是政党被认同
的一种状态，是政党影响力的合法化。
政党如果没有一定的认同，或者这种认同没有规范的价值理念上的支撑，政党就很难实现夺取或影响
国家政权的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政党都需要追求权威性。
　　第二，政党权威不同于政党影响力。
具有权威性的政党当然具有影响力，并且这种影响力是同社会的价值规范相一致的。
但是，对有些政党来说，其影响力是非法的。
这种非法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党的影响力同当时的政治体制是对抗的，政党处在“非法”
的状态，但并不能说这个政党没有权威，因而政党的权威是建立在大多数民众的认同的基础上，比如
在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对有的政党来说，特别是处在衰败状态的政党，尽管在一
定范围内它还具有影响力，但是这种影响力并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支持或社会价值上的支撑，因而这
时的政党影响力并不等同于政党的权威。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尽管所有的政党都追求一种权威状态，但并不是每一个政党都具有权威。
政党并不必然与权威相伴随，它是否具有权威不是来自自身的宣告，而是自身的作为所引发的社会的
普遍认可。
　　第三，政党的权威不同于一般社会集团或利益集团中的权威。
从规范的权威理论上说，任何组织要生存和发展，都要在一定范围内获得认同和支持。
但是，一般社会组织的权威基础同政党的权威基础是不一样的。
一般的社会组织也能满足其成员在利益上的诉求或价值上的心理需求，但它们同政党组织不同的是没
有谋求国家政权的动机，其价值上的追求也往往带有特殊性或个性化的色彩，因而同整个社会共同的
价值理念相去甚远。
而政党总是同国家政权紧密相连的，并且，政党特别是执政党要产生更大范围的影响力，必然要反映
社会上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政党权威后面有着深厚的社会价值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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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党权威是政治学和当今中国现实政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的挑战，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地
位必将在执政能力和执政合法性等方面面临新的考验，如何在变革社会中提高和加强执政党的社会整
合功能，并将执政党的权威内化为制度性权威，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迫切需要解决的学术问题，其现
实意义也不可忽视。
《嵌入、整合与政党权威的重塑：对中国执政党、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考察》正是以解决此问题为目的
的一部政治学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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