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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历史上看，执政合法性的来源是多样化的，世袭、抗争、经验、政绩、制度等等，都可以成为
合法性的源泉。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在民主政治条件下，由制度而产生的合法性越来越占据重要的地位，成为举足
轻重的执政资源。
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在我看来也不复杂：既然民主政治从本质上说是认可人民对公共权力的所有权
，那么，权力由谁使用，怎样使用，谁来评价使用的效果，如何监督权力使用的过程等等，就需要有
一系列的制度、规则、程序来体现。
按照这套制度、规则和程序来获得、使用权力，接受规范，才能使权力的运行被绝大多数民众所认同
。
选举制度是民主政治中权力授受所不可或缺的环节。
通过选举来获得执掌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成为现代执政党必须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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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1.1 合法性是政治体系赖以持久的前提和基础　　合法性理论是近现代西方政治学与社会学的一
个中心问题，主要围绕合法性概念的内涵、合法性的基础和合法性危机三个方面展开。
　　合法性从本质上说与政治权力密切相关。
所谓政治权力就是“某一政治主体依靠一定的政治强制力，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而在实际政治过程
中体现出的对一定政治客体的制约能力”。
①政治权力起源于社会共同体内部管理（在阶级社会中也表现为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的需要。
进入阶级社会后，国家成为政治权力的主要主体，所以政治权力通常表现为融公共性和强制性特点于
一体的国家公共权力。
这种公共权力在一定范围内声称代表全体国民的共同利益，并以促进共同利益为名，协调各政治势力
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但是国家内部掌握公共权力的统治者只能是少数人，因此形成了少数的统治者与多数的被统治者之间
的政治统治关系，这也是社会政治秩序的核心内容。
政治统治离不开暴力或物质的强制力作为后盾，但是纯粹的暴力强制只能带来短暂的军事性“征服”
，而不可能实施有效的统治。
而且这种赤裸裸的暴力统治最终会因代价高昂或者民众的反叛而难以为继。
因此要有效地实行政治统治，长久地维持社会政治秩序必须依靠其他因素，即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马克斯·韦伯从经验主义角度探讨了合法性问题。
他认为，合法性就是促使被统治者服从某种命令的动机，而这种动机一方面表现为人们服从习俗以及
强制性法律的习惯，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被统治者发自内心地认为统治者有权指挥他们，而自己有义务
服从统治者。
李普塞特认为：“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
能力。
”②李普塞特的合法性概念强调统治者唤起社会对自己信仰的能力，认为合法性是统治者自上而下塑
造的结果，体现了执政者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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