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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党建理论与实践创新的30年。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环境

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改进党的建设研究方法，拓宽思考党的建设问题的视野，是

党建理论工作者面临的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30年来，党建理论研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多视角地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和研

究方法，拓宽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视野，并从政党比较的视角看问题，借鉴世界上各类政党治国

理政的有益经验，同时汲取他们的教训。这些都使得党建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从政治学的角度思考党建问题，核心是说清楚“政党”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从政党的最本

质内容上，揭示了政党的性质。认为政党就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利益的，政治上最忠诚、最

积极、最坚定的分子，为了取得国家权力和行使这一权力而结合起来的政治组织。从历史上

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科学地、历史地、发展地揭示了政党的产生和发展，揭示了政党的

本质，说明了政党的作用，这是对政党理论的重大贡献。以往在研究党建问题时，更多的从党

的性质上说明问题，这对于研究政党问题当然是必要的。但研究政党理论特别是执政党建设，

不仅要说清楚政党的性质，更要说清楚政党的功能。因此，从政治学的视角考虑政党问题，实

际上涉及的是执政党如何面对公民社会这样一个更带本质性的问题。作为当代民主政治典型模

式的政党政治，是由国家、社会、政党这三个基本部分组成的，政党就是沟通国家和公民社会

的工具。执政党的这一功能定位，要求我们必须研究党的领导作用怎样体现，执政方式如何改

进等一系列党的建设的理论问题。 

  实证包括案例研究也是30年党建理论研究突出的成就。最早的实证性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范

式，产生于欧洲的自然科学。法国哲学家孔多塞（1743—1794）、圣西门（1760—1825）、孔

德（1798—1857）倡导将自然科学实证的精神贯彻于社会现象研究之中，他们主张从经验入

手，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使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精细化和准确化的水平。

党的建设的实证性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通过对研究对象大量的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

料，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以往党建理论研究非

常重视原理的论证和价值判断，但通过实证研究，在这个基础上作出价值判断，更能说清楚问

题。比如近年来对基层党委班子公推直选的实证研究，对一些试点单位党代会常任制的实证研

究等等，都说明实证包括案例研究对于党建理论研究是必要的。 

  在党建研究领域，30年取得的最为显著的进展之一，就是研究者们越来越普遍地采用比较

的方式，把其他政党的运作尤其是一些大党老党执政失败的教训当作参照系，探索其中规律性

的东西。过去我们往往简单化地认为，既然政党的性质不同，其组织结构、纲领政策、活动方

式、执政方法也就完全不同，因而不同性质的政党之间不存在什么可比性。这种简单化的思维

方式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使我们对其他政党的实践视而不见，对其他政党在执政中积累

的经验不屑一顾，对他们失误的教训置若罔闻。 

  党建理论研究取得的显著进展，说明我们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但是，在党建理论研究中表现出来的眼界不够宽、思路不够广、方式不够新，又说明我们的思

维方式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强调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的理

论研究，就是要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党建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新成就和新经验，研究、分析

党的建设发展的规律，探讨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新的思路、方法和举

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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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要总结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20世纪80、90年代的苏东剧变，社会主义的发展遇到

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尽管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很重要

的一条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执政体制僵化，执政能力衰退，执政成绩不能令人民满意，严重

脱离人民群众，最终导致了党的执政地位的丢失。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

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如果不把执政当作科学看待，即便是一个曾有着辉煌历史的马

克思主义政党，一个创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同样也摆脱不了垮台的命运。 

  二是要把执政问题放到民主政治的大背景中考察。既然是执政，也就有一个执政规律的东

西，不能照搬并不妨碍我们对存在于各种模式包括西方政治模式之中的规律性的东西进行研

究、借鉴。执政是有规律的，以往我们在执政过程中的某些失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看到执

政的规律。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仅有理念和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有一套不断完善

的制度和科学的方法，而这个完善的制度和科学的方法，说到底就是一个建立在一整套理论体

系上的执政科学。 

  三是坚持党的建设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和系统化。所谓科学性就是不要把党的建设单纯地看

作党务工作和党性锻炼的内容，而是要把党的建设当作一门科学。这门科学既带有强烈的实践

性，同时又是一门由理论体系构成的科学。当然，共产党的执政时间还不长，具体到如何构筑

党的建设的科学体系，比如党的领导体制、执政方式，执政条件下党的活动方式、权力运行机

制，等等，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还处在逐步探索的阶段，但我们不能由此否认党的建设

的科学性。所谓系统化就是要把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有条理的组织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总的来说，党的建设的五个大的方面（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反映在理论研究

上由三大关系构成，即党政关系、党群关系和党内关系。实际上，党的建设的其他理论问题基

本也是由此派生出来的。党政关系也即处理好党同国家政权的关系，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

政、依法执政。党群关系也即先锋队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表面上看，党群关系指的是党和

群众之间的关系，但它实际上反映的是党同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因此，所谓密切党群关系，

也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党同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围绕权力的运行和对权力

运行的制约监督，构筑一个互动的党群关系模式。执政条件下党内关系的核心就是党内民主。

党内民主是党的肌体和运行机制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执政条件下的党内民主更关系到党的执政

地位的巩固和人民民主的发展。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

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发挥党员和党组

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如何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始终保持自身的先

进性，永远立于不败之地，30年的实践表明，必须重视和加强对党的建设的理论研究，通过理

论研究内容的不断丰富，方法的不断创新，进而在党的建设上不断取得新认识、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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