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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这是我们党科学判断历史方位和时代潮流后的积极之举。积极推进这一新

方略，将对我们党自身建设和国家政治建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实施此方略的关键，首先在于

树立科学的执政理念、尤其是科学的执政党理念。这种理念的创新和成长，来自对执政党角色的深

度体认，来自对党和国家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来自对人类政治文明建设成果的科学反思。  

    按照执政的逻辑，党的政治活动势将发生重大变化。比如，国家机关领导干部的选任及其管

理，一方面实行“党管干部”原则，同时也引入公开、民主和法治的原则；党员领导干部的活动置

于党员和民众的广泛监督之下，即“公众人物没有自由”；党对国家和社会重大公共事务的决策，

遵循科学化、民主化和公开化的原则，广泛听取民众意见，并通过合法程序将其转化为国家意志。

实际上，在这些年来的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以上体现执政逻辑的新变化都在发生，且越来越成

为政治创新的主流实践，它们将极大地刷新政治生态、提升政治活力。这种变化，充分显示了党内

党外对执政新规则、新逻辑的体认和接受。  

    应当十分清楚执政的逻辑就是民主的逻辑。严格说来，政党只是近现代民主革命和民主建设的

产物，它是追求民主、保障民主的重要载体和力量。综观革命时代诞生的各类革命党，尽管主张各

一，追求民主却是它们的共同口号。革命党在处理与其它各种社会力量的关系时，按照的是

“敌”、“我”、“友”或革命的主力军、依靠力量与革命对象的原则划分政治力量，并区别对

待。在建立新政权问题上，与其它社会力量的互动往往是“零和博弈”，强调独占与排他。这里体

现的是传统的政治逻辑、革命的政治逻辑。  

    在新政权巩固、革命党的历史任务完成后，组织和治理国家的逻辑应当转换为执政的逻辑。当

此之时，各类政党不再以合法或非法、公开或秘密相区分，而仅有执政与在野或参政之别。围绕国

家政权的各种活动，应从传统的“零和博弈”转化为“互强性博弈”，强调共生与共享。居于主政

或领导地位的执政党，应当以开放、宽容和协商的精神处理与其它政党的关系。  

    那么，这种转型发生的机理何在？现代政治学的原理表明，其根本就在于：历史和现实的选

择，最终都要落实到人民的选择上来，落实到人民日益自觉自主的选择行为即票选上来，也就是

说，“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执政党的权力既然来自人民，就应当对人民负责、并接受人民的监

督。由此可见，所谓执政的逻辑正是民主的逻辑，即以民主的精神和原则，组织国家政权，治理国

家事务，处理执政党与民众和其它政治力量的关系。  

    建设高度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是当今中国建设和发展的主旋律。树立科学的

执政党理念，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正日益成为国人和我们党顺应时代变革潮流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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