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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治理的中国方案
*

———贯彻落实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三重路径

刘建军

摘 要 一般意义上，政党居于权力之家，但中国共产党更居于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之家。政党治理与

国家治理、人民幸福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只有在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联中透视十八届六中全会，才能真

正理解此次全会的世界意义、国家意义与政党意义。十八届六中全会在全球范围内政党危机和政党衰败的背

景下，提出了政党治理的制度标杆与中国方案，确立了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有机统一的路径，明确了执政党之

政治基础与社会基础不可偏废的治理理念。可以预见，这次全会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里程碑，

更是向世界宣告了政党治理的中国方案。
关键词 政党治理; 国家治理; 中国方案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 8263( 2017) 01 － 0001 － 07
DOI: 10． 15937 / j． cnki． issn 1001 － 8263． 2017． 01． 001

作者简介 刘建军，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南京社科院政党建设与社会治理中心

学术委员会主任 上海 200433

十八届六中全会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中国共

产党的自身治理，更在于中国的国家治理与全球

治理。我们必须跳出中国共产党自身、跳出中国，

从世界视野来透视这次全会，才能真正理解十八

届六中全会的世界意义、国家意义与政党意义，才

能将十八届六中全会的精神落实到更为广阔的空

间和史无前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中。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内政治生活展现新气

象，赢得了党心民心，被誉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里

程碑”。基于此，我们从贯彻落实十八届六中全

会精神的三重路径的角度，提出政党治理的中国

方案: 一是全球范围内政党危机和政党衰败背景

下确立政党治理标杆的世界路径; 二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背景下的国家治理路径; 三是全面从严

治党背景下的政党治理路径。

一、贯彻落实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世界路径

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联，使得十

八届六中全会的意义远远不局限于国内，它对世

界的影响会逐渐显现出来。所以，从全球视野理

解十八届六中全会，才能将这次全会的精神贯彻

到更为广阔的空间之中。十八届六中全会举行的

全球背景是: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现代政党正呈现

出衰落的迹象，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党都面临全方

位挑战，政党危机的时代已经来临。政党衰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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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危机主要表现为: 政党作为国家与社会的联

系桥梁功能正在衰落，作为政府运作的重要制度

性主体正在饱受诟病，作为社会中的政治团体组

织正在涣散，这是世界性难题，而非一国一党的问

题。
在全球化、市场化时代，世界范围内的政党都

面临着重大挑战。“在世界范围内，政党及其权

力都深陷危机”，①“从精英型政党到最近出现的

商业公司型政党，政党党员类型、党员数量、干部

党员与普通党员之间的联系、党内关系等都发生

了重大的变化。”②从政党内部来看，政党党员人

数和党员忠诚度呈现下降趋势，政党解组( parti-
san dealignment) 现象频出，③以德国为例，自 19
世纪 70 年代德国便开始出现政党与党员之间的

纽带作用越来越微弱的趋势，从 1972 年到 1976
年到 2009 年德国大选中西部地区选民中没有加

入任何党派的选员人数从 20%上升到 39%，东部

地区的比例则从 1991 年的 37% 上升到 43% ; 对

于党员的政党归属感( party attachment) 来讲，德

国经历了党员归属感下滑的趋势，德国西部地区

党员的政党归属感( 强烈与较强烈) 比例从 1972
年的 55% 下降到 2009 年的 32%，东部地区的比

例却一直维持在 21% － 30% 之间的较低水平。
这种政党解组的趋势正在改变德国的选举政治景

观。④与普通党员相比，政党官员和其他领袖更容

易获得政党组织提供的资源，因此，在任何政党

内，政策和战略动议更有可能是由政党官员和领

袖而不是由普通党员提出，由此这更容易导致政

党领袖腐败，从而影响公众对政党的观感。⑤韩国

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事件，向我们彰示政党领袖

的个人腐败正严重影响政党在公众中的形象。更

严重的是，政党所能够录用的政治领袖处于极度

稀缺的状态，政党正在丧失培养领袖、孕育领袖并

录用领袖的政治功能，日本政党这方面功能的衰

落最为明显，日本政党录用的首相很少能够维持

一整年的执政，出现走马灯似更换的恶性循环，这

严重影响日本的全球战略的制定与日本国际地位

的提升。⑥以至于有学者把日本这种权力在不同

党派之间频繁的游走与转移称之为“漂流的政

治”。⑦最为明显的是政党财政面临日益匮乏的窘

境，在当下政党政治的财政运作中，政党仅靠自身

党员缴纳的党费与党产经营所得，已经无法支撑

其有效运作，⑧19 世纪 60 年代之后“公共补贴的

比重逐渐上升，在某些国家甚至成为政党最重要

的经费来源”。⑨

从政党外部来看，政党传统的政治利益表达

功能、政治利益整合功能等正面临着多方面的挑

战。⑩连绵不断的社会运动，例如华尔街运动、妇

女运动、和平运动等正在替代政党的利益表达功

能。单 一 议 题 抗 议 团 体 ( single － issue protest
group) ，例如绿色环保组织、食品安全组织、妇女

权益组织等正在瓦解政党的代表与整合功能。政

党及其领袖在竞选中运用的策略，正加剧社会的

“极化”现 象。绿 党 等“反 政 党 政 党”( antiparty
parties) 以“反政治”( antipolitics) 的形式挑战政党

权威，甚至新的政党类型的出现正在挑战政党作

为传统组织形式而存在的合法性，例如商业公司

型政党( business firm model of party organization)

的组织结构并不是传统的层级金字塔式，而是扁

平式的; 在政党党员的招募方面，这种类型的政党

不再注重组织纪律性，而是更加注重党员个体的

独立性。在组织结构方面，这种类型的政党已经

与传统政党有巨大区别。瑏瑡同时，复杂社会的复杂

治理，正在挑战政党运作政府的执政、治理与政治

录用能力，政党政治的相对单一的功能，越来越难

以应付现代复杂社会的复杂治理。瑏瑢基于此，全球

范围的现代政党与政党学家都在应然与实然层面

思考政党治理，或者说他们也在思考如何“从严

治党”。
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重

要内容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无疑是在政党衰落的

全球趋势中为政党政治与政党治理注入的一道强

心剂。从全球视野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全面从

严治党”具有典型性与示范意义，一方面十八届

六中全会“全面从严治党”符合政党治理的全球

性趋势与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在全球政党衰落的

背景下，十八届六中全会“全面从严治党”在全球

范围树立了政党治理的中国标杆。从这两方面来

讲，十八届六中全会具有世界意义。如果中国共

产党能够在这种大趋势中，通过全面从严治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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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举措，加强党为人民服务与国家治理的能力，

同时，为中国全球战略的实现提供坚强的政党基

础与政党保证，那么，政党治理的中国方案就拥有

了世界性的影响。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

副主任栾建章话说就是: 十八届六中全会意味着

为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提供一定借鉴，从而使中国

的发展前景更有确定性，中国将为外国投资者提

供更好的政治保障，更好地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

和义务，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治国理政的经验。瑏瑣

十八届六中全会的全面从严治党举措便可以在世

界范围内独树一帜，为世界范围内的政党治理提

供标杆。

二、贯彻落实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国家治

理路径

政党自产生之日起，便与国家、国家政权、国
家治理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从这个方面

讲，政党治理不仅仅是政党治理单一领域的问题，

它更是指向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这对中西政党

来讲都是一样的。对西方执政党来讲，“从总体

上看，西方国家的执政党受到法律和各项制度的

制约以及政治理念和政治传统的影响，其权力、职
能和作用是有限的，同时也是相对明确和集中

的”，瑏瑤但是这并不说明政党与国家政权和国家治

理之间没有关系，而是说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对明

确和集中。政党居于政府之内和政府部门之后，

是联接不同部门和不同群体的政治纽带，这乃是

人所共知的事实。对中国共产党来讲，“在整个

国家政治体系中，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中国共

产党作为执政党，不仅组织和领导政府，而且也指

导和领导人大、司法、政协、军队的工作。在这里

的‘政’不仅是狭义的政府，而且包括整个国家的

政治体系”。瑏瑥由此可知，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政权

和国家治理的关系更加密切。
中国国家治理的成败，关键在于党。与大多

数国家一样，如果把国家比喻为工厂，那么政党就

是发电厂。政党是为国家注入能量的组织。政党

为国家注入思想的能量、战略的能量、意识形态的

能量以及干部的能量。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还

是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独特的政治使命和政治

追求、近代以来的历史与现实、中国在国际社会中

的定位等多种因素孕育出来的政治组织。中国共

产党从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那里，汲取了崇高

的使命和至高的关怀，从而成为一种超越多党制

国家功利型政党( 以获取执政权为单一目标) 的

使命型政党。十八届六中全会准确地看到了中国

共产党自身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全会公报指

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

党、从严治党。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

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瑏瑦如果

中国的政党出了问题，那么，整个国家治理系统就

会出问题，国家治理系统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

会引发各个环节的问题。反过来说，如果国家治

理体系出了问题，那么，中国的政党一定存在问

题，这种治理问题必然也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各

个环节中体现出来。从这个方面看，十八届六中

全会“从严治党”重要举措，从表面看是中国共产

党自身的治理，从本质上说，它撬动着或者它本身

便内含着中国的国家治理。
正是基于对中国共产党自身治理与国家治理

这一重要关系的深切把握，习近平同志才提出全

面从严治党的思想，十八届六中全会才将全面从

严治党的思想制度化、实践化、体系化。中国共产

党是国家治理过程的领导者，也是国家治理体系

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党国体制( party － state) 是

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与国家治理实践的一种解释

方式与理论认知，被认为是一种处于革命与现代

化之间的过渡形式。瑏瑧自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

能力现代化成为执政党的重要战略之后，我们必

须从解释方式、理论认知与现实实践的角度，将中

国共产党放到国家治理的大系统、大体系、大视野

中进行分析与研究。
十八届六中全会的“从严治党”主题，折射的

是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有机统一。正如郑永年

所说的: 在中国，不管人们对共产党的看法如何，

它无疑是中国的政治主体和执政主体，国家所有

方面的成败，都取决于执政党这个政治主体的建

设。瑏瑨正是基于此，十八届六中全会在强调“从严

治党”的同时，也在强调整个国家治理的整体体

系、系统与路线，即“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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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也是

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根本保证。必须全面贯

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

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不

能有丝毫偏离和动摇。全党必须聚精会神抓好发

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瑏瑩

政党治理融合于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政党

治理、经济治理、政治治理，都关乎老百姓的福祉，

都统一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从严治

党与经济建设、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都统一

于国家治理、国家发展所皈依的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从这个意义上讲，从严治党是国家治理的缩

小，而国家治理是从严治党的放大。十八届六中

全会的“从严治党”举措，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为

中国的发展保驾护航，具有国家治理的全局视野。
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通过政党治理，从而创造中

国的发展与秩序，维护中国老百姓的幸福安康，那

么，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世界政治前途晦暗不明

的情况下，中国就能够走出一条新路: 执政党建设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达成社会善治，社会善治

提升人民福祉，经济增长、国家治理、社会善治、百
姓福祉增进执政党的合法性。这条新路既具有中

国特色，更具有世界意义。

三、贯彻落实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政党治

理路径

十八届六中全会的全面从严治党主题，就是

全面催生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

革新。国运系于党运，党运决定国运。坚持共产

党的领导，既是中国道路的基础，又是中国制度的

优势，还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组织保障。从中

国现代化的历程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使命和

政治信仰，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

能力、驾驭全局能力，是关乎国家命运和国家前途

的大道。对于任何政党来讲，政党治理都是政党

自身应对世界范围内政党衰落趋势的核心议题。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执政

党，其自身的治理不仅具有政党意义，也具有国家

意义，同时具有世界意义。然而其国家意义与世

界意义的彰显，都系于中国共产党自身政党治理

之一身。我们必须从政党治理的角度，将十八届

六中全会“从严治党”的举措落到实处。
第一，坚持以核心领导组织、组织哺育核心的

原则，使个体化核心与组织化核心在政党这个现

代政治的引擎中达到有机的统一。公报指出: 一

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瑐瑠“一般而

言，‘核心’也并不仅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所需; 任

何组织和体制的运作，都要求存在权力‘核心’。
近代以来，除了无政府主义外，很少否认权力核心

的重要性。”瑐瑡十八届六中全会树立了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个核心的实质是个体化核

心与组织化核心的统一。对于政党而言，核心就

是领袖的同义语。一般而论，现代政党都是需要

核心或领袖的。目前世界范围内的政党危机和政

党贫困说明了，将领袖与组织对立起来的观念已

经使很多政党吃尽了苦头。瑐瑢领袖凭借其刚毅的

勇气和体系化的理论使政党这个现代政治机器保

持勃勃生机。领袖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角色，一

直处于政治的核心位置。现代政治的运作，一方

面可以被视为领袖在多大程度上开发变革的动

力，另一方面又使制度释放出巩固变革成果和遏

制破坏性力量的功能。瑐瑣可以预见，领袖与组织的

结合、领袖意志与领袖勇气对政党组织的改造以

及政党对领袖的哺育，决定着中国未来民族复兴

的成败。
第二，坚持刚性纪律，避免特权，增强政党的

战斗力。纪律有刚性纪律与柔性纪律之分，政党

有刚性纪律政党与柔性纪律政党之别，中国共产

党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且是世界最大发展

中国家的执政党，它领导的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整

体转型的巨型国家。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是

一个以刚性纪律严格要求自身的组织化行为者，

“纪律严明是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

前进 的 重 要 保 障，是 党 内 政 治 生 活 的 重 要 内

容”瑐瑤，同时这也是政党领导国家、治理国家、创造

秩序与发展的根本性保障; 刚性纪律可以保证其

广泛的社会动员功能和组织内聚功能，高度一体

化、集权化的组织系统。瑐瑥要做到“坚持纪律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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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

外，党内决不允许存在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组织

和特殊党员”，瑐瑦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将自身建设

成为一个靠刚性纪律而非柔性纪律约束的，具有

高效战斗力的刚性纪律政党。
第三，坚持流程式分工，避免滥权，保证政党

运行的依法依章依规依纪。自古以来中国政治制

度奉行是决策权 － 执行权 － 监督权的三权统一体

系，在这种体系下的监督是整体结构下的流程式

分工，这不同于立法权 － 行政权 － 司法权的结构

－ 功能式分工。过去一段时期之所以腐败问题比

较严重，就是因为相比于决策权与执行权，监督权

在流程式分工中相对弱化。西方结构 － 功能式分

工是其文化基因的产物，在西方土壤中能够发挥

重要功能，但是以近来美国发生的“联邦政府停

摆”、国家治理能力下降等现象，它越来越倾向于

塑造出一个相互推诿扯皮的“否决式政体”; 中国

的流程式分工是中国文化基因和制度基因衍生出

来的具有中国传统政治遗产与现代政治特色结合

的制度安排。但我们要切记，从历史经验和教训

来看，流程式分工要发挥实质性功能，需要决策

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俱强，如果任何一方处于

弱化状态，这一流程式分工就难以运转，更别提监

督权的作用。所以，我们决不能因为监督权的强

化而弱化执行权，也不能因为执行权的强化而弱

化监督权。中国政治的实践告诉我们，加强监督

权是当下从严治党的关键性环节。由此，中央在

北京、山西、浙江试点的监察委举措是跳出中国共

产党党内反腐，从政党反腐到国家反腐，将政党治

理与国家治理统一起来的重要举措。瑐瑧基于此，从

公报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监督是重视决策权、
执行权与监督权统一体系下的融合内外( 党内监

督、人民群众监督、社会监督) 、流程( 民主监督、
审计监督) 、主体( 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

部，关键是高级干部) 、轻重( 主体责任、第一责任

人、监督职责) 、形式( 全面监督、专责监督、职能

监督、日常监督、同级监督) 于一体的监督。瑐瑨

第四，坚持厚植党的政治基础，瑐瑩夯实党的社

会基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

的有机统一。党员是党的细胞，党的组织是党的

神经。在党健全组织结构、严格党内生活、严格要

求党员的形势下，党的社会基础与政治基础是相

互支撑的。政治基础是社会基础的根本和保障，

社会基础是政治基础的体现和反馈，二者相互支

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

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可以预见，中国已经进入了双基党建的时代，即政

治基础与社会基础并重且相互支撑的时代。
政治基础是社会基础的根本和保障。政治基

础涉及党组织活力、党员活力、民主集中制的贯彻

等多重要素。其中，重新唤醒 8800 万党员的活力

和 440 万基层党组织的活力，是厚植党的政治基

础的关键所在。美国登记制的党员录用方式决定

了党员在政党组织中的无足轻重，新加坡邀请制

的党员录用方式决定了其极端精英主义政党的色

彩。中国共产党集申请制、考察制与预备制于一

身的党员录用方式，决定了党员在整个政党组织

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党员的素质和作用决定着党

组织的整体素质和形象，决定着党的整体质量和

战斗力。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时期，党员能否做

到密切联系群众，就反映出党组织能否密切联系

群众; 党员能否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就反映出

党组织能否发挥自己作为先锋队的模范带头作

用; 党员是否合格，就反映出党的队伍是否合格;

党员是否被民众接受，就反映出党组织是否被民

众所信任; 党员在民众中是否有号召力，就反映出

党组织在民众中是否有号召力和领导力。因此，

在全面从严治党下，对党员和干部的教育和监督，

对促进党员质量的提高、促进党组织的战斗力起

着根本保障的作用。
社会基础是政治基础的体现和反馈。党的社

会基础涉及社区党建、两新组织党建、网络党建、
党群关系、群众路线的贯彻等多重因素。党的组

织是由个体党员组成的，其中所有党员的合集就

组成了党组织这个整体。在党领导国家和社会的

过程中，党组织的在民众中的表现，就是每个党员

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的体现。同时，党组织在领

导国家和社会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也反馈着

党的政治基础———党员的质量和党员的表现。通

过基层党组织在社会中的领导力，实现党密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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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实现党对社会的治

理和引领。
第五，注重家风建设，积小康之家为小康社

会。中国的政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基本逻辑讲求

家国一体。公报中指出“注重家庭、家教、家风，

教育管理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禁止利用职权

或影响力为家属亲友谋求特殊照顾，禁止领导干

部家属亲友插手领导干部职权范围内的工作、插
手人事安排”，瑑瑠政党治理和国家治理与一个个家

庭相联结，与一个个单位相联结，这是中国国家治

理的传统和基因之所在。如果说西方人所说的国

家与社会的关系指的是国家与市民社会、阶级社

会的关系，那么，中国人所说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指的是国家与一个个家庭的关系，国家与一个个

单位的关系以及国家与一个个扩大的家庭———社

区之间的关系。瑑瑡所以，邓小平同志把现代化理解

为中国式现代化，指的就是小康之家的建设以及

以无数个小康之家为基础的小康社会的建设。习

近平同志特别强调家庭在中国国家治理中的价

值，他说:“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家风是社

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

抓好家风……做家风建设的表率”，瑑瑢这就将政党

治理、国家治理与中国人历来所重视的家庭治理

链接在一起，特别强调民心与民意在现代政党治

理与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这实际上就是要

将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确立在实实在在的小康之

家的基础之上，政党治理确立在牢固的民心与民意

之上。从这个角度说，家风建设搞的好不好，直接

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自身治理和国家治理的质量。

四、结论

十八届六中全会的世界意义、国家意义和政

党意义是一体的，甚至其世界意义和国家意义比

政党意义更为重要。单纯的从政党角度来理解和

贯彻落实本次全会的精神，既不全面，也是肤浅

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彰示的政党治理，以及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治理都具有强烈的民族取向。
换言之，中国共产党的自身治理与国家治理不是

为治理而治理，而是要担负着艰巨的推动民族复

兴的使命，没有民族取向的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

就丧失了它的灵魂，偏离了它的轴心。
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包括两句话: 一是

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有机统一;

二是国家利益、政党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三位一体。
第一句话处于“前台”，第二句话处于“后台”。所

以，带有批判性的“党国体制”这一概念应该随着

六中全会的召开，从中国学术界和政界中彻底退

出。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的根本在于我们能否

做到这个“有机统一”和“三位一体”。
政党治理的终极目标不单纯是治党，治党的

终极目标在于主导全球治理和治理中国的经济、
文化与社会，中国决不能走政党依附于资本和派

系斗争的道路。目前世界范围内政党危机的根源

就在于被资本和分立集团所绑架，政党不是致力

于解决问题，而是致力于斗争和对立。贯彻落实

十八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各级党委必须做到: 超越

资本绑架、派系斗争，维护核心，缔造共识，这是中

国共产党治理我们这个国家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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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pproach to Party Governance: Tree Ways of Implement Cores
of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Liu Jianjun

Abstract: In general，party is in the center of power house whil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short for CPC) is dedicated to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people’s happines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party governance is closely related to state governance and people’s happiness
and wealth． Only when we see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ing party and state can we have a
good command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party crisis and decline on the rise globally，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proposed the rules and methods of how to govern the party，established the way to organi-
cally unify party governance and state governance and clarify the importance of the political and so-
cial basis of a party in power． In brief，this session，which was a milestone of applying strictness in
governing the party，has also told the world Chinese solution of governing the party．

Key words: party governance; state governance; Chinese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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