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济转型与公民政治社会化的互动分析 

文/张 丽 

   公民政治社会化问题是当代世界各国越来越关注的问题，公民政治社会化的程度如何直接关
系到政治文化能否被正确传递并进而影响和制约着政治体系的运行。在中国，市场经济转型本身需
要形成一整套与市场机制和规范相符合的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体系，这意味着经济转型必然同时也
是政治和文化的转型。一方面，中国经济转型为公民政治社会化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前所未有
的政治舞台，公民政治社会化也实现着对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变
动因素也对公民政治社会化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使公民政治社会化问题愈加复杂。 
   (一)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对经济转型的意义 
   政治社会化对维持或变革政治体系的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个体和对社会两方面：对个体来
说，政治社会化是一个人特有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认知模式的形成过程。它
不仅使一个人形成了特有的政治观念，且对一个人参与政治的行为有决定性的影响。对社会来说，
政治社会化是一定政治文化传播和延续的过程。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政治社会化模式，它决定了该
社会政治文化的总体性质。公民政治社会化对当代中国经济转型的意义，指的就是公民政治社会化
对维持或变革转型中的中国政治体系的意义，这种意义具体表现在三方面： 
   1、公民政治社会化通过在个体和群体中传播社会主义主导政治文化而保持社会政治稳定，从
而保证经济转型顺利进行。2、公民政治社会化通过对社会主义主导政治文化内容的不断丰富和变
革，推动经济转型的顺利进行。3、公民政治社会化通过培养民众政治文化素质和提高政治行为能
力，发挥人民群众在经济转型中的积极作用，从而推动经济转型的顺利进行。 
(二)经济转型对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影响 
   政治社会化是个体与社会互动的过程。就个体而言，它是社会成员学习和接受政治文化，同
时又影响政治文化的过程。就社会系统而言，它是政治体系经过各种途径向社会成员传递政治文化
的过程。但是，政治体系在对社会成员传递并使之接受共同的政治文化时离不开接受者的接受心
态。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引起了文化、经济、政治、传媒等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
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们价值观的震荡以及政治文化的传承，深刻地影响着公民政治社会化的运行。 
   1、中国经济转型期，政治文化的多样化对我国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影响。 
   政治文化的转变在经济转型期的转变中是首要的因素。有学者曾说过：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
经济结构与秩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经济转型的启动因素是政治文化的变迁。也就是说，70年
代末孕育的社会变革，是从政治文化领域找到突破口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文化在转变中
从统一的封闭保守、自我维持的传统发展模式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呈现出对经济转型的适应性和
容纳、吸收异质文化的开放性特征，充分体现了主流政治文化鲜明时代特征，实现了政治统抬价值
观的深刻转变。公民的政治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有利于公民主体性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的充分发
挥。  
   2、我国经济转型期，社会经济的市场化对我国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影响。 
   我国经济转型主要内容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有利于增强人们的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平等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进取
精神。但随着经济转型的深入，不可避免地对人们思想产生某些消极的影响，引发人们思想上的一
些困惑和矛盾。如当前一些人只顾物质利益，对政治冷漠、不感兴趣，政治参与积极性较低。这些
状况显然不利于政治文化传递，不利于增强政治凝聚力，也不利于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实现人的自
由、平等、民主和人的全面发展。 
   3、经济转型时期，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对我国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影响。 
   党的十六大把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确定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改革开放20多年来，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不断得到新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在保持政局总体稳定的条件下逐
步深入。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政治建设也面临着许多迫切需要解决
的问题。同时，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也存在着一系列不符合民主化、法制化建设的问题。个别
政府官员、党员干部利用改革之机以权谋私、违法乱纪严重破坏党群、干群关系，污染社会风气，
使部分群众的政治认同感下降，阻碍了公民政治社会化对社会主义主导政治文化的传递。 
   另外，被称为是继传统传媒(报纸、广播、电视)之后新兴起的“第四媒体” 网络的方兴未
艾，它对公民政治社会化也有着巨大影响。它扩大了公民的知情权，大大提高了人们的参政兴趣、

 



参政意识，这有利于政治文化的传递。 
   总之，中国经济转型期与公民政治社会化相互作用，经济转型期为公民政治社会化提供了更
广阔的社会背景，同时又为公民政治社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公民政治社会化进一步
丰富了经济转型的内容，推动了经济转型（作者单位：河北邯郸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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