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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政治发展的四个趋向(2) 
——政治的人本化、社会化、公平化和法治化 

  

 

    二、政治社会化：从“国家政治”到“社会政治” 

  政治的人本化和人民化及其社会民主的实践，推动了中国政治的社会化。改革开放的30年来，中

国政治的社会化，主要是经历了从“国家政治”向“社会政治”的发展过程，通过“人民民主国家”走向“新

型社会民主”，促进了公民社会的政治性成长。 

  （一）走向社会政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广义政治论”看来，政治与人类社会同生共存，政治生活如同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一样，存在

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始终。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存在着两种对应的政治生活方式，即“社

会政治”与“政治社会”。所谓“社会政治”，指的是“无阶级社会或阶级后社会的政治”，这种社会政治应

该是与人类社会同生共存的政治，是与人的本质需要相适应的，因此，人类政治的社会性与其人本

性、人民性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所谓“政治社会”，通俗地讲，就是指国家领域的政治，即“国家政

治”。与社会政治相比，国家政治与人的本质相异化，与人民的意志相脱离。因此，从人类政治发展

的总体进程来看，政治人本化、人民化必然要求政治的社会化，政治的社会化与人本化在本质上是同

一的，其发展的历史逻辑应该是从“原始社会政治”转到“国家政治”再通过“政治的社会化”进到未来

的“理想社会政治” 的发展过程。 由于中国所走的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

人民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必然是走向新型的社会政治和社会民主，社会主义政治在本质上应该是一种

新型的“社会政治”，于是，在中国的初级阶段，政治发展的目标就是走向“社会政治”，为最终实现共

产主义社会的社会政治（真正的人本主义的人民政治）创造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改革的实

质就是促使国家制度通过民主化逐步实现社会化政治。 

  （二）通过“人民民主国家”走向“新型社会民主”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走向社会政治意味着通过“人民民主国家”走向“新型社会民主”，即

新型的人民政治，其总的路径是“人民的新型关系在内涵上有了扩大，人民概念从阶级的含义向社会

阶层方面转化。人民民主政治关系的社会化的发展趋势不断加强，国家本质的社会化不断扩大，人民

民主成为国家走向社会化最好的政治形式；逐步完善我国人民民主的国家体制，是实现走向社会政治



 

的途径。” 因此，中国的人民民主的发展，必然会通过政党民主和政权民主走向社会民主。这种发展

趋势，一方面，可以从中国的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调整和分化过程中看到。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中

国社会民主的被重视和逐渐成长进程中看到。而且，还可以从公民意识和公民社会在中国的逐渐成长

进程中看到。 

  （三）公民社会的政治性成长 

  社会民主在本质上应该是公民社会的民主或者说公民民主。因此，走向社会政治和社会民主，也

必然推动公民社会的政治性成长，促进公民政治主体性的提高，带来公民政治观的逐步确立。改革开

放特别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中国推进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出现了国家政治领域与私人生活

领域的分化，同时，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作为其中介和第三领域，也逐渐生长。从“三分法”的角度，

可以将公民社会看成是非国家政治领域的履行社会政治的公共领域，因此，公民政治也可以称为公民

社会政治。相对于“人民政治”而言，它是谋求公民个人自主自由即个体政治主体性的公民政治，而相

对于“国家政治”而言，它是公民社会即公共领域的政治，是一种社会政治。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人

类社会包括中国在内必然要从“国家政治”走向“社会政治”。在国家政治过程中，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拥

有者和合法性基础，公民则活动于国家权力具体运用和操作的过程中，其活动方式由宪法和法律规

定。在政治实践中，人民只有成为公民才能实现作为国家主人的合法性。实际上，人民政治的推行，

人民政治主体性的实现，必须走向公民政治，谋求公民的政治主体性。因此，从人的主体化来看，走

向社会政治，走向社会民主，就必然是施行“公民民主”，人本政治也必然要从人民政治向公民政治的

提升。所以，中国政治的人本化，就应该是在人民政治基础上实行公民政治，推动公民社会的政治性

成长。 

  改革开放的30年来，中国公民社会的政治性成长，涉及到政治社会化发展的各方面。比如政社分

开为公民社会的政治性成长创造了政治条件；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为公民社会的政治性成长奠定了经

济基础；民主意识、公民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法治意识和公共责任意识的提高为公民社会的

政治性成长提供了思想基础；志愿者和公民组织的出现以及社会基层自治和公民参与活动的增强为公

民社会的政治性成长提供了组织实践基础，等等。实际上，中共十七大报告对中国基层民主活力增强

和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给与了充分的肯定，更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也确认为一项基本的政治

制度，另外，在2008年的“5．12”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救灾中，“志愿者”和社会各界都有大规模的参与、

监督行动，协助政府应对公共危机，合作进行灾后重建和公共治理，并得到了当政者的容许。这些发

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中国公民社会已经有了相当的政治性成长，而且还逐渐地得到了政治体系认

可。由此也可以说明，30年来中国政治的社会化和社会政治的发展，也取得了比较大的成效。 

  三、政治公平化：从“效率政治”到“公平政治” 

  通过政治人本化，中国在走向新型人民政治；通过政治社会化，中国在走向新型社会民主。新型

人民政治和新型社会民主的“新型”在于其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谋求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和以

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为本。因此，根据“经济政治”理论，从政治的功能作用和价值目的来看，改革开

放30年来的中国，又经历了从“建设性政治”到“分配性政治”，或从“效率主导型政治”到“公平主导型政

治”的发展过程。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效率政治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政治是一种革命建设性、效率型政治，是为了赶英超美，多快好省地建设

 



社会主义，奔向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每个人只是实现这种理想的“力量”。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的

现实主义新人民政治思想，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政治的经济功能和

经济建设的政治，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与利益，以效率为原则，鼓励并促使一部分人和

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因此，在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际推行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效率政治。早在1978年和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

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 在这种政

治理念的指导下，可以高效地动员全体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建设，致力于解放和发展

生产力，这对于当时处于贫困落后状态中的中国尽快地创造和增加社会财富，是非常必要的。但是，

这种建设性效率政治也带来了社会分配的不公和贫富分化，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初，成为了中国社

会比较突出的问题。于是，在努力推进经济高效增长的同时，执政者也开始注意社会财富的公平分

配。 

  （二）注重社会利益分配的公平政治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效率政治的同时，就提出了通过“先富—

共富”的路径实现人民利益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构想，强调要防止两极分化，实现人民利益的公平

分配。一方面，要打破平均主义和“大锅饭”，要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同时，又要防

止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要鼓励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共同

利益。因为，与资本主义相区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不是贫富两极分

化，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

裕”。 为此，要求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等之间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新一代政治领导人在继续高效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开始确立社会

利益公平分配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机制。在对社会利益的分配与调节方面，江泽民强调，要“坚持效率

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和鼓励先富，同时，又要“调节过高收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等

新税种。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合理，防止两极分化”。即是说，要在财富的创造与分配、效率

与公平以及富人与穷人等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建立一种合理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既不搞平均主

义，也反对贫富两极分化。在逐步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先富与后富、个

人富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幸

福，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

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

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

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还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水平，等等。由此可见，中国执政者在确立社会利益的分配原则和政策时，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前提

下，不断地增强了“兼顾公平”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力度，推动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效率政治”向“注

重社会利益分配的公平政治”的转化。虽然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分化在中国社会仍然因其惯性而还在

前行，但执政理念上却产生了“三个代表”思想对“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和对“人民共同富裕”的追

求。200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现代宪政的平衡原则的要

求，也对公民权益的享有和行使进行了更公平的宪政规范。 

  从政治发展的进程来看，“公平政治”代替“效率政治”并真正成为中国执政党的主导性政治理念和

执政纲领，则是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后。中共十七大报告要求通过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谋求社会公平，使社会利益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



的比重。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要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

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当然，“公平政治”对“效率政治”的这种代替，并不意味着中

国不再讲效率了，而是说，要非常重视在社会财富的高速增长与公平分配之间寻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

度。应该说，这是中国政治发展既考虑现实又具有理性的重要表现。 

  （三）民生为本的政治价值导向 

  随着中国政权体系对社会利益公平分配职能的逐渐承担，对社会利益在富强群体与贫弱群体之间

的公平分配，这必然要求中国政治治理的功能价值和工作重点转向于关注社会的和谐与人民大众的民

生。因此，中国政治的人本化、社会化和公平化必然要求着力推进以民生为本的和谐社会建设。如上

所述，政治人本化，推行以人为本的政治，其核心就是要以人民为本，以民生为本；政治社会化，推

行社会政治建设，其重点就是要尊重和发挥公民社会的政治功能，健全社会公共管理体系，加强社会

建设；政治公平化，推进公平的政治理念和政策，其目的就在于谋求社会富强群体与贫弱群体之间的

利益公平分配，促进他们之间的利益和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执政党在其政纲和政策上高度

重视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承诺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

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要根据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加快

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

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

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应该说，以民生为本的和谐社会建设体现了中国

政治公平化的实体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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