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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

治国方略的历史共生和现实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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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属于现代政治文明但又高于现代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与社会主义治国方
略的选择具有历史共生性。当前要实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坚持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中
进行执政思维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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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属于现代
政治文明又高于现代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与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选择联系起来�在实
践中开拓政治文明发展的新境界。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现代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总是和一定的社会形态相联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不同社会形态的交互更替�政治文
明也在不断地积淀、更新和超越。现代政治文明是一个由政治、法律、民主制度三者相互联系构成的复
杂的统一体�它与专制集权相对立�以民主的原则和制度为基础�以追求国家民主和最广泛的公民权利
为目标。现代政治文明是以民主为核心�包含自由、平等、正义、法治等的思想、制度和行为的形成及其
进步状态�是在近代自由、民主、平等、公正、法制及人权等理念先导下产生的。从发展进程和状态看�现
代政治文明体现为民主、平等、公正、自由和效率的实现［1］�要求国家管理和社会调控在法治的轨道上
顺利运行。当然�现代政治文明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进一步发展往往又以克服自身的局限性为动
力�所以它不是原来近代意义上的以法治与民主权力制衡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受当今时代特
点的影响和制约�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涵义或原则要求大致包括理性、稳定性、政治民主性、社会公正
性、权利平等性、普遍性、法律权威性等本质特征�是现代人类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现代各国要
有效地实现政治的长期稳定、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就必须创造现代政治文明。

作为新的政治文明形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适应现代政治文明潮流而勃兴的�它交叉融合于现代
政治文明之中。但由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立晚于现代政治文明�所以还有许多重大问题尚待探索
和研究�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不等于现代政治文明�而应该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高层发展和理
想形态。所谓“高层发展”�就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起点高�它始于现代政治文明就可少走不少弯路�
缩短自身理论构建的探索过程�有助于较快地分析比较和有机综合�成功地克服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局
限性�从而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找到解决国家内部权力结构、合理有效地调控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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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基本制度的可靠办法�把现代政治文明理论及其实践推向一个新的更高层次的境界和水平。所谓
“理想形态”�就是我们的政治文明定位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它奠基于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
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基础之上�政治基础立足于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最高原则是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地
统一起来�是社会主义对当代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2］。它聚合了政党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强大功能、
人民管理自己的事务所焕发出来的自主精神以及现代社会法制规范不可替代和逾越的重要功能�它所
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是资本主义政治机制乃至传统社会主义的政治机制不可比拟的。所以�社会主义政
治文明在根本性质上又区别于现代政治文明�它是更高要求、更加理想的现代政治文明。必须注意到中
国政治文明建设具有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思想文化和知识背景�也具有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国际环境�这就
决定了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在生活背景以及由生活背景所决定的方法和功能上的特殊性。在发展模式
上�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走上了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道路［3］。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在中国传统
集权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文化之间走出一条维护民主法治、平衡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珍视本土文化价
值并与治国方略的选择契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路。

二、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选择是影响政治文明的一项重要因素
　　社会主义国家要使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高度发展�创造出空前发达的政治文明�就离不开一定
的治理国家、社会的优良方式。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治国方略从理想到实践�走过了一个曲折的历史共
生过程�无论是在源头上还是在发展轨迹上都具有惊人的关联性。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治国方略的渊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关于社会政治的论述�其中包

含着丰富的政治文明思想。《共产党宣言》可以看作是现代政治文明发展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经
典之作。马克思和恩格斯还结合工人运动的实际经验�对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未来社会”的政治发
展形式做了最初的探索。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具体地回答�已经
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治国方略来进行治理。但就其提出的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
的统治后应当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切权力掌握在人民代议机关手中�尤其是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论�
就包含有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重视法制建设对社会关系进行有效的法律调整的思想�这为后世
社会主义探索治国方略提供了逻辑起点�具有深远意义。因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治国方略的历史源
头可以从这里算起。

列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和法制思想形成了“人民直接管理制”理论�在社会各项事务
中�开始了工人自己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实践。但面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威胁�新生的无产阶级政
权为了生存下去转而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为了避免这种行政管理体制脱离人民的监督与控制�列
宁又提出人民监督制思想�试图用人民监督体制来消除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所带来的弊病并逐步过渡
到人民直接管理制。尽管列宁还没有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治国方略的高度来论述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但还是开创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治国方略的实践源头。
（二）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治国方略的探索
在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治理、如何让新生政权战胜反革命压力的问题上�斯大林将列宁在十月革命后

曾经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
的政权”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斯大林把法律作为集中与强化权力的一种手段和对敌专政的暴力工具�
采取高度集权制不断强化国家机器�在其政治文明建设和治国方略中出现了重大失误。到后来�高度集
权策略成为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传统�其政治文明建设和治国方略选择对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很
大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欧各国普遍实行了人民民主制度�这是东欧各国在被迫采用社会主义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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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模式之前进行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治国方略的一种最初探索。随着美苏之间爆发冷战和开始
对抗�东欧国家的这种探索遇到挫折。多数东欧国家战后建立起来的多党共同执政的联合政府相继转
为由共产党或工人党一党执政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苏联的高度集权策略移植到了这些国家。苏联模
式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在东欧国家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20世纪80年代末在东欧国家发生的政
治剧变标志着高度集权策略在东欧政治实践中的失败。

社会主义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前期的民主政治思想是和法制相结合的。“我们能够跳出‘周期
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共同纲领》�建国后又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并强调宪法的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
则。当然�在后期的毛泽东看来�“民主是一种方法”“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共产党不靠法�只靠党的决
议、会议�开始搞“大民主”、搞群众治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中民
主和法制都受到破坏的严重局面。
（三）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确立和政治文明理论的系统化
“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认真总结了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要“使民

主制度化、法律化”。认为制度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国家治理具有决定性和稳定性的意义�强调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把发展民主和健全法制作
为坚定不移的基本国策�为中国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确立和政治文明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97年�中共十五
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标志着中国对治国方略的选择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在跨世纪的时空条件下�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同志又递进式地提出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的理论思路和全新的治国方略构想�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国家治国方略认识上的深化和发展。

与治国方略形成和确立的过程相似�“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范畴�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实践
中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的认识中形成的。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提出了“把我国建设
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十三大又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完
整地概括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随着实践的进一步深入�江泽民同志在建党70周年的
讲话中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的范畴；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
革的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的基
本目标和基本政策作出系统明确的表述；在党的十六大上我党又鲜明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
概念�并对其加以系统、周密的表述�使“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
要文献中。

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确立和政治文明建设都是以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历程和伟大成就
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治国方略的选择具有历史共生性�政治文明的进步状况与治国模式的
选择过程基本上是同步的�有着共同的历史命运和历史轨迹�并且两者之间又是关联和互动的�治国方
略的正确选择促进政治文明的发展�政治文明的发展又明显反作用于治国方略的理性重构。将政治文
明和治国方略联系起来�这既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的成果的提炼�也是对未来的社会主义政治发
展趋势的理性把握。

三、实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坚持在“依法治国”与
“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中进行执政思维的创新

　　无论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还是治国方略的选择�都必须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可行的发展形式。
要从“革命－夺权”走向“执政－建设”�从“统治－善政”到“治理－善治”�关键在党�建设社会主义政治
文明必须坚持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中进行执政思维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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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进行执政党执政方式的重大变革
首先�实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然要求从“政治革命”向“政治建设”转变�从“统治”向“治理”转变�

由主要依靠党的政策执政向主要依靠法律执政转变。依靠党的政策执政�很难摆脱人治的羁绊�很难跳
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历史怪圈�实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然要求国家管理和社会调控过渡到依法
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轨道上来。在法制建设上�要使民主法制化；在道德建设上�要从政治运动的模式转
向制度化建设的轨道上来。我们要把社会文明发展所倡导的价值取向逐步制度化�经过文化和教育的
浸润�使之对人们的现实生活产生影响�进而形成一个社会行为的模式和框架�构成一种规范化、程序化
的社会组织系统�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

其次�实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治国方略必然要求执政方式逐渐从以党代政转向党政职能分开。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求执政党只有通过国家形式才能执掌国家政权�而不是直接实行以党治国。共产
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
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共产党执政就是要改变过去从社会意识形态角度
研究道德、用政治原则取代道德原则的做法�要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构建社会主义新道德�突出道德的社
会性、建设性�使以德治国的道德具有最大的广泛性和适应性�体现国民主体的精神生活和精神追求�而
不是拔高标准�导致社会个人价值取向与主导价值取向的分裂�使道德失去了在社会主义文明中应有的
地位和作用。最后�实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治国方略必然要求执政方式从主要依靠直接管理干部转
向主要依靠法律和道德来管理干部。党政分开后�要求党对国家领导必须通过建立健全国家法制体系
来实现�要求在党政职能分开后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管理干部�既需要法制的不断完备和高度的权
威�也需要道德的不断加强和巨大的作用。现代政治生活中�领导干部代表着国家和政府的形象�关系
着国家政令和法律制度的完整和正确实施�在其整体素质中�道德修养极为重要。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
续证明�只有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他律和自律共同发挥作用�坚持依法治官与以德治官�才能确
保从严治党�防止政治腐败。
（二）实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然要求执政党执政理念的深刻更新
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实际上具有两重性：与为人民服务宗旨并存�还存在着违

背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陈腐的东西�比如“打江山、坐江山”的意识和“大救星、大恩人”的意识［4］。正是
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支配下�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家长制、一言堂”“一元化”等执政方式�“最高指示”“中央
精神”是至上的权威。从马克思“争得民主”思想�再到邓小平“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思想�特别是党的十
二大提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已经200多年了�但是这些主张和原则在现实面前
似乎止步不前。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共产党依法执政的理论基础�以权利平等的价值原则而不是
强权的一厢情愿来真正实现政党运行的法律化�运用间接方式行使在国家政权体系中的领导权。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追求的绝不是一个强迫或者强制的问题�而是一个由绝大多数公民自觉接受、运用、信任
和维护的过程。只有法治与德治协调发展�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根植于社会民众心中�才能实现
真正的民主政治。执政党必须进一步探索维护党的权威的新途径�要拓展对党的先进性的理解�深化对
推进社会文明进步与共产党执政为民相统一的认识。江泽民同志提出“政治发展”�这是对社会主义制
度自我完善的动态的要求�即要求我们把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
平�同适应人类文明进步、提高整个社会文明程度自觉结合起来。这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文明进步
的自觉意识。当人类文明的内容和形式有了新发展的客观要求时�党的领导和执政的内容和形式�也必
须相应地发生变化�党必须通过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来维护党的权威。这样�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
保持党的生机和活力。

实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要求在全社会主体中确立依法办事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同时也是
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现实支撑。确立依法办事的思维方式�具体来说就是要求全社会牢固确立依法治
党、依法行政、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监督的新思维�这是建立在提高法律素质基础上的深层次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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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s of Cities in Northwest China
LI Jian-guo

（History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Colleg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 Gansu730070）
［Abstract ］ In modern time the cities in Northwest China developed comparatively slowly：apparent feudal
military and political features；small quantity and scale；simple function；under－development in terms of
industry�culture and education．Due to such underdevelopment�their influence upon the surrounding area
is quite weak�and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the surrounding area held back the urban development；it is
hard to form healthy interaction and the economy of the whole area is lagged behind．
［Key words］ Northwest China in modern time；characteristics of cities；social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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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从机关到个人�即是在全民族中从深层思维上确立依法办事的新理
念［5］。确立社会主体依法办事的思维方式�是治国方略中思想建设的深层次要求�也是政治文明建设
的根本保证。在社会主体中确立依法办事的思维方式�把强制性与自愿性、社会约束与自我约束、他律
与自律统一起来�在全社会形成依法办事的风气和习惯�并自觉地同政治丑陋、政治腐败行为做斗争�以
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文化心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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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ation of Historic Intergrowth and Reality of
Socialist Political Civilization and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ZHANG You-liang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Lanzhou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y�Lanzhou Gansu730050）

［Abstract ］ Socialist political civilization is a part of modern political civilization and is more than that．Its
development inter－grew with the policy choice of socialist national administration．In order to carry out so-
cialist political civilization�innovat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must be conducted by administrating
through law and morality．
［Key words］ political civilization；national administration policy；administrating a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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