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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认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系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全局。那么，究竟如何深化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的研究与思考呢？这实际上牵涉到一个思维的方法论的问题。

我认为，有这么几种方法可供大家在研究、学习的时候参考:要素研究、可操作性研究、贯通性研究。 

  这里讲讲贯通性研究。贯通性研究可以这么来理解:你头脑当中已经有了一个一个点，同时又有了一条一条线索，现在再从横

的方面把它贯通起来，这样既有横又有纵，纵横交错，在你头脑当中就形成一套网络结构。实际上这个网络，就是以后我们思考

类似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不管在实践当中出现什么问题，你拿过来往这个里面一放大体上就知道，比如说执政规律问题就是一个可以抽出来的问题，

为什么呢？因为一具体化，各种能力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把所有具体的东西从上面扫过去，再看剩下的那个东

西时，你就发现它和规律有着密切联系。 

  什么叫执政能力？说穿了不就是遵循执政规律按执政规律办事的能力嘛，你懂执政规律，执政能力自然强；你不懂执政规

律，执政能力自然不行了；你老是违反执政规律，那说老实话，你的能力越强，后果越严重，对不对？所以有的人说，能力问题

并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斯大林能力够强了吧，最后他不也没找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嘛，整个党的执政能力，不也就在下降

嘛。 

  斯大林个人有能力，这是没得说的，但是他这个能力并没有用在遵循执政规律上，而且他老是用能力去破坏执政规律，去干

预执政规律，最后违背执政规律，受到规律的惩罚。能力必须是遵循规律的能力。只有遵循规律，你的能力才能够放大。我为什

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过去这一点强调太不够了。一说规律，规律是什么？规律是共性的东西啊，但是一说共

性，政党里面执政规律共性，就得把这个党和那个党互相之间进行比较嘛，包括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比较嘛。 

  这时候有人就说了，我们党和他们党根本不是一回事，我们哪能跟他比啊，他哪是我们的对手啊。你看，全把自己孤立出

来，孤立出来就没有比较，没有比较，说半天那就只是经验积累，说来说去都是自己的东西，没有上升到一般。没有上升到一

般，就有一个很大的坏处，别人犯过的错误我们不接受教训，我们还是犯，这样的亏吃得太多了。我们不要说资产阶级政党，就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到底接受了多少教训？说老实话，没接受多少教训。我们过去很少从规律的角度去看问题，忽视规律，

违背规律。你掌握了规律，那才有执政能力的基础啊，否则你连基础都谈不上。这就是一个可以从横向抽出来的问题。 

  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体制、机制建设，它又是一个可以横贯其他各种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么也正是在这个方

面，我们现在还存在很多缺陷。邓小平早就说了，制度问题更重要，他的思想特点就是注重制度建设。但有的同志说，邓小平强

调制度建设的四个“性”，我们也理解，但是有的时候，它不是没有制度，而是有了制度没人去执行，而执行不好是怎么回事？

这些同志总认为执行不好还是人的素质问题。那么我就问，邓小平说的什么啊？邓小平说是制度更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

长期性。“更”就是比较，比什么“更”？邓小平说得很清楚，比“人”更。制度好了，好人能做好事；制度不好，好人无法做

好事，坏人横行。毛泽东犯错误固然有个人的因素，但是制度更带根本性。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点，那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种具体制度，实际上不是制度，最多只是构成制度的要素。那么什么叫制

度，制度不是要素，制度是要素之间有机连接，形成网络系统。不连接的那个东西，不能叫制度。我们现在缺乏的就是这个东

西，点已经不少了，就是缺乏这种相互的有机连接。 

  所以，执政能力和制度建设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制度慢慢健全起来，能力才能得到发挥。如果没有制度，能力最多只是发

挥到一半。因此制度问题太重要了。我们研究执政能力建设，就得把所有这些问题全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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