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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宪群：推进国家治理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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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历史 着眼现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形成与发展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

我国历史上，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并重，治统与道统相结合，在国家治理上的作用不容忽视。20世纪的头50年中，在各种理论、道路的交

织中，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其社会和文化背景应当引起我们重视。历史虚无主义及其他一些错误思潮，正是从这个角度来否定我们

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因此，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植根于本民族土壤之中、建立于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着眼于现实，不割

断历史，不忘记国情，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借鉴国家治理的历史经验

在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历朝历代积累了丰富的国家治理经验，一些思想和做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以下总结六条经验。

重视吸取大一统经验，坚持中央集权一元化的治理主体地位。我国自秦汉以后基本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维护国家统一，维护中央权

威，保持政令畅通，是治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首要条件。历史经验证明，任何形式的分裂和治理主体的多元，都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但

中央集权的一元化治理主体并不意味着治理方式的单一，也不是绝对的权力集中，而是尊重这一历史规律，运用这一历史传统优势，并在新形

势下创新发展。

重视吸取依法治国和德法相依的思想与经验。自秦汉后我国历史上一家一姓的王朝变更虽然比较频繁，但基本制度特别是政治法律制度，延

续两千多年并没有根本变化，这说明封建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早期的制度设计比较完备。一些存在时间数百年的王朝，自一开始就比较注意

法制建设，其中的一些立法思想、立法原则和执法精神，仍值得我们借鉴与弘扬。但“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德法相依的历史

经验值得我们重视。

重视吸取选贤用能与严格吏治的用人思想与经验。我国历代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选贤任能思想和方法。制度用人，考试考核用人，公平广

泛用人，德才兼备用人，以及求贤若渴、知人善任、用人所长等优秀思想与措施，至今仍有继承价值；“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循名而责实”的实践用人，至今仍是有益的经验；历代精简冗吏、严格考核，强化监督制约，建立功过分明、赏罚分明的人才评价机制等以

提高治理能力的思想与措施，至今仍有可参照之处。“明主治吏不治民”，反腐倡廉、严格吏治是历史上稳定政权、赢得民心、提高治理能力

的重要措施，其基本思想与若干经验仍然值得吸取。

重视吸取巩固和运用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与经验，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核心价值观。历代统治者高度重视主流意识形态树立在国家治理中的

作用，重视礼乐教化的推广，重视政治秩序、社会秩序与思想文化秩序的统一。自西汉中期以后，儒家思想成为支撑封建政治秩序、社会秩序

的主流意识形态，到唐宋，儒家思想更具有了“道统”的地位，不仅展现出吸纳融汇其他思想文化的强大力量，也成为统治阶级巩固“治统”

的重要手段。悠久的传统文化造就了许多优秀的中华思想理念，“和谐”“民本”“公廉”“勤能”“孝义”，忧患意识与爱国主义，以及仁

义礼智信等基本思想与社会价值观，深入民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和践行，应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与人民大众的日常

行为结合起来，与人才选拔使用结合起来，与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结合起来。

重视吸取历史上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借鉴历史上大一统与“天下一家”并重的边疆民族思想，坚定维护国家

统一与完整，强调民族的一致性而非差异性；高度重视边疆民族地区的干部选用。系统总结我们处理边疆民族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在边疆问题

上有长远眼光，未雨绸缪；在民族问题上以发展经济、传播文化、移风易俗来推动融合，缩小与内地发展水平的差距。

重视吸取民本思想精华，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现代化。一要重视民生。“事先大功，政自小始”“民事不可缓也”。应当弘扬“以

人为本”的优秀传统思想，高度关心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的民生建设。二要重视社会治理。应借鉴历史上社会治理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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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做法，结合当今现实，发展完善符合我国国情，又富有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三要重视基层社会信仰问题。我国历史上对有文化渊源的民

间信仰与宗教总体上是宽容的，由于这些信仰和宗教是中华文化的支脉，它们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有一定社会治理意义，对中华文化也起到认

同稳固的作用，如福建沿海的妈祖信仰传播很广，其中就包含有诸多符合当代价值观的积极因素。当然，对异端邪教黑势力要坚决打击。

在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国家从未像今天这样以豪迈之情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的人民从未过上像今天这样的幸福

生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借鉴古今中外的治理经验，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有智慧，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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