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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执政理论研究与执政能力建设的几个问题 

朱益民 王明山 黄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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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党的执政理论研究和党执政能力建设中，有关党执政理论产生和创新的生命源泉，党

执政理论的时代特色，党执政理论的借鉴，党执政层面能力，党执政能力实现途径，党执政能力评

估指标问题，以及对党执政理论研究与执政能力建设辩证关系作了一定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 执政理论    执政能力 

  对党的执政理论与执政能力研究，应该作为党的建设一项长期任务来抓，丝毫不能懈怠。这是

因为，党在长期执政中，要遇到许多各式各样的矛盾，旧矛盾解决了，新矛盾又会出现。党要不断

妥善地解决新出现的矛盾，就要对丰富和创新党的执政理论进行不断研究，就要对提高党的执政能

力进行不断研究。但是，在对党的执政理论研究与执政能力建设上，有几个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一、党执政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党执政理论产生和创新的生命源泉。对党的执政理论研究，一个最根本问题，要弄清什么是

党执政理论产生与创新的生命源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

力。党章明确规定我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然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

此，党的执政理论产生与创新，不能离开人民的意志，人民的社会实践活动，人民对物质和精神的

需求。一个不符合人民意志，不体现人民社会实践活动，不满足人民对物质和精神需求的理论，不

管这个理论有多么完美，内在逻辑有多么严谨，都不会被人民接受。只有被人民接受的执政理论，

才能调动人民积极性，人民才会为理论中提出的目标去奋斗。符合人民意志，体现人民社会实践活

动，满足人民物质与精神需求的执政理论，还可以不断在人民推动社会发展的实践活动中，得到营

养补充，这个得到营养补充的过程，就是执政理论不断完善和创新的过程。党执政理论不断完善和

创新，又可以进一步指导人民推动社会发展的实践活动。人民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实践活动中，所表

现出的愿望与需求，为党的执政理论完善与创新，源源不断地提供了不枯竭的思想营养补充。党的

执政理论得到人民推动社会发展实践活动的思想营养补充，就不会失去生命的活力，就会青春向

上。 

  2、党执政理论的时代特色。党在执政的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着不同的具体问题和需要解决的矛

盾。党在取得政权后，面临的是巩固新生政权，如何由革命战争为主要任务转向以和平建设为主要

任务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后，党又面临着如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些问题反映出人民的愿望，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以上这些问题

正确认识和解决过程，就会形成不同时期党执政理论的时代特色。在新的时期，党又面临着许多要

认识的问题和需要解决的新矛盾。为此，作为一个执政党要认真梳理分析一下，在新时期人民推动

社会发展的强烈愿望是什么，人民对物质与精神的需求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党的十六大政治报

告中的科学概括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有那些问题影响着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这个目标的实现呢？概括起来讲，党的建设与反腐败问题，科学发展观问题，民主法制不断完

善问题，构建和谐社会与处理好各层面人民利益交织的矛盾问题，处理好国际关系问题，是影响着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目标实现的一些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研究和解决好这些问题，就会形成，

在新时期党领导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特色的执政理论。 

  3、党执政理论的借鉴。对党执政理论借鉴的研究，对党的正确执政理论形成的成本降低，是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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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有益的。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讲，人们对事物发展本质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在这个认识过程

中，难免出现一些偏差，这些认识上的偏差，会给人们以实践失败的教训，付出认识偏差上的成

本。党的正确执政理论形成也是要付出必要成本的，但作为一个执政党来说，如果这个认识偏差上

所付出的成本过大，就有可能丧失执政地位。因此，党不同时期正确执政理论的形成，应该尽量降

低成本。党的正确执政理论形成的成本降低，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是党执政理论的借鉴。党执

政理论的借鉴，可以从四个方面去考虑：首先可以从党执政以来的得失去考虑。党执政以来，有成

功的经验，也有受挫的教训，这些成功的经验和受挫的教训，对党在新时期正确的执政理论体系形

成是有帮助的。邓小平理论的成功，关键是借鉴了毛泽东时代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

主义认识上偏差所付出的成本和教训。其次，从国外政党执政的得失中去借鉴。再次，从我国历史

上执政王朝的兴衰更替中去借鉴。另外，从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中去借鉴。老子《六问六章》中

“欲上民，必以言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处上不觉压，处前不为害，天下乐推而不厌”；管子

《心术篇》“心安则国安，心治则国治，安也心也，治也者心也”等这些博大精深的文化中蕴涵着

治国执政的哲理。当然，党执政理论的借鉴，不是生搬硬套的借鉴，而是要把这些借鉴与党面临所

要认识新情况、新问题和需要解决的新矛盾，有机地结合起来，推陈出新。 

  二、党执政能力建设中的几个问题 

  1、党执政层面能力。党的执政能力是指党完成治理国家活动中的本领。完成治理国家活动是一

个系统工程，涉及到国家的各个层面，每个层面都要映射出党的执政能力。如果，某个层面党的执

政能力未达到要求，执政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党在完成治理国家活动中的执政。对党执政层面能

力研究，一是要弄清楚党在不同层面上执政，应该做些什么，怎样做好的问题；二是弄清楚党在执

政过程中要到位，不缺位，不越位的问题。党的执政层面可大至分为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微观层

面。中央党政属于宏观层面，在这个层面上，党的执政能力高低主要表现在能否制定出代表人民利

益，体现人民社会实践活动，满足人民物质与精神需求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有效配置党

在宏观层面执政的各种资源，有效指导好党在中观层面执政活动开展。省部级党政属于中观层面，

在这个层面上，党执政能力高低表现在能否把党中央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本执政范围的

实际结合起来有效贯彻落实，能否有效配置党在中观层面执政的各种资源，强化党在微观层面执政

的执行力，及时准确把把执政情况反馈给党中央。省部级以下党政执政，属于微观层面，在这个层

面上，党执政能力高低表现是能否对上级党政的指示精神，与本执政范围实际情况有效结合起来，

抓好具体落实，能否有效配置党在微观层面执政的各种资源，妥善处理好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及时

把落实情况，人民群众心声与愿望反馈给上级党政部门。 

  2、党执政能力实现途径。党有了能代表人民利益、体现人民社会实践活动、满足人民物质与精

神要求执政理论还不够，党正确的执政理论能否成得到落实，这与党执政能力实现途径息息相关。

党自1949年10月执政以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党执政能力的实现途径是靠革命运动、靠人

治、靠行政命令。由于，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党在人民群众有着崇高的威

望，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习惯了革命运动的斗争方式，加上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人民群众

对党执政能力以运动、人治、行政命令途径表现出来，还尚能接受。但随着党第一代、第二代、第

三代班子交接和经济体制转变，党的执政能力再用运动、人治、行政命令途径表现出来，就很难让

人民群众接受，很难适应党目前所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就要求党执政能力要由过去靠运动、

人治、行政命令实现途径，转变为民主、法制、教育、指导实现途径。通过推进政治、民主建设，

建立健全各种法规，以多种多样教育形式提高人民素质，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指导和统筹好人

民群众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来实现党的执政能力。 

  3、党执政能力评估指标。建立对党执政能力评估指标，有助于党在执政过程中，从数量这个角

度去分析和发现所存在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又可以从数量这个角度去提出具体的纠正办法，这

里就提出一个问题，对党执政能力评估，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评估指标。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

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到的党在长期执政中必须提高“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能力，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

力，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这

五个方面的能力，就是一个衡量中央党政执政能力的指标体系。如果对这五个指标体系进一步科学

量化，就得到一个衡量中央党政执政能力量化的指标体系。建立一个对党执政能力评估的量化指标

体系，能使党在执政中明确其自身执政能力、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标准，也能发现在执政过程中的问

题，存在问题的数量是多少。在建立对党执政能力评估量化指标体系时，对党在不同层面上的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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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其执政能力评估的指标体系是有所不同的。根据党在不同层面执政情况，应该建立符合党在

不同层面执政能力评估的指标体系。对党在不同层面执政能力评估主体，应由党在不同层面执政相

对应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人大、政协、不同层面人民抽样调查，分别评估加以综合。对党执政能力

评估指标体系，应该是一个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在某一个阶段具有相对稳定

性，但是，随着党的工作任务和所面临的国内外情况发生变化，就要及时对指标和指标中的数据加

以适当调整。 

  三、党执政理论研究与执政能力建设的辩证关系 

  党执政理论研究与执政能力建设，是党解决长期执政这个问题，要同时抓好的两个方面。党在

执政实践过程中，会遇到这么一种情况，即党的执政理论和执政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但在

具体运用和操作却出现了偏差，这说明党在执政能力上存在着问题。党有正确的执政理论和路线、

方针和政策，不等于党就能执好政。党的正确执政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能否落到实处，关键还

在于党执政能力的高低。党的执政理论具有普遍性、指导性特征。要把党执政理论落实和运用到党

在不同层面上的执政活动中去，需要党在不同层面执政的主体，把握好党执政理论精神内涵，把握

好执政层面的实际情况，在这两个把握上，很好的有机结合起来，党的正确执政理论才能得以实

现。十六大以来，党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党的执政理论核心思想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

推进小康建设”，党在各级层面执政主体都要围绕这一执政核心思想，结合本执政层面的实际，研

究应该做些什么，怎样做这个课题。这里所说的应该做什么，怎样做，就是一个执政理论与执政能

力相结合的问题。党有了符合时代发展要求、人民满意的执政能力，不仅党正确的执政理论能得以

实现，还能为党的执政理论完善和创新予以实践上有力支撑。党在长期执政中，一手要抓好对党的

执政理论建设的研究，一手要抓好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研究，只有这两个方面都能抓好，人民才会选

择党的长期执政。 

  （朱益民、王明山成都理工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研究员，黄航思政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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