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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很长时间以来，由于西方学者的话语霸权，政党政治的研究预设了两党或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
前提条件，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常常被西方学者视为不成熟或过渡性的政党政治。
法定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几乎被排除在政党政治之外。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并没有像西方学者所预言的那样效能低下甚至短命，相反却
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和很高的政治效能。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巨大变化和发展就足以说明。
作为领导世界上最大政治体的现代政党，中国当今现代政治中最重要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对未来
中国政治形态的变化和社会政治的发展，无疑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
作为社会中重要的政治利益聚合者和协调者，政党连接着国家与社会，是政治活动的“运动轴心”。
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政党政治最基本、最核心的关系问题。
在西方宪政架构下，由于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制度安排，政党如果与社会相脱离或不能反映足够的
社会民意，就意味着下台。
一党长期执政，尤其是法定一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执政党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政党与社会相脱离
、相异化的现象就很容易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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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试图借鉴各家之说，采用政治学、社会学等理论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和比较分析方法，全面
、系统解读取得执政地位以后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变化，分析这对关系在中国社会政治形
态乃至未来中国政治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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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除了西方学者提到的理想、组织等要素之外，必须强调“谋求控制政权”是政党最本质的要素。
把握这个要素，可以概括世界当今存在的大多数政党组织，也可以将政党与利益集团等组织区分开。
利益集团谋求影响政策而不是控制政权，如果利益集团图谋控制政权那就完全可以以政党称之了。
而且，必须注意的是，政党的阶级属性，谋求控制政权的实质是一个阶级掌握国家机器而统治其它阶
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充分揭示了政党的阶级属性。
“社会”的定义也很多，为研究之便，我们选择政治学研究领域中的相关定义。
社会是“指一个特定的民族国家范围内除国家机构与制度（组织与安排）之外的个人、他们之间的群
体以及这些构成体之间的联系的总和”。
”这个定义的要点是“国家机构与制度（组织与安排）之外”，换言之，即国家强制力控制之外的非
政治领域。
在近现代政治学语境当中，人们总是将社会当作与国家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来使用，也称为公民社会或
市民社会。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公民社会就是指近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经济和
伦理秩序，也就是当代社会中的非政治领域。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政治领域与非政治领域并不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区隔，而是人们整体生活的不同
侧面。
个人作为国家成员与社会成员身份也并不排斥，是不同角色之间的关系。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共产党执政期间执政党与社�>>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