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学术专栏 >> 党的建设

党群关系的新视角 

发布日期：2008/09/03   提供单位：党史党建教研室    

张荣臣 

   

    

  

   

党群关系指的是党与群众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具体表现为党与群众之间联系和连接的方式。在执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群关系所面临的客观环境、任务等和过去相比确有很大不同。这些变化，要求我们以新的视角看待党群关系

问题。  

从执政党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方位，即“两个根本性转变”，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

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执政是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标志，也使我们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个挑战表现

为如何提高执政能力，用手中的权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以及如何防止权力对党的侵蚀。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也要求我们正确处

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同市场经济多元化要求的关系。党既要具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又要具备协调利益、整合社会，进

而巩固群众基础的本领。这是一个非常繁重的任务和历史课题。更重要的，党在执政过程中还有一个如何防止权力延伸到市场经济

资源的竞争中去，也就是如何反腐败的问题，这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从人民群众的视角看，人民群众自身和利益要求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的群众，既非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时的群众，也不是计划经

济条件下的群众。群众的独立性、民主意识都比过去大大增强了。更为需要注意的是，群众的阶层分化明显。除工人、农民外，还

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对于执政党来说，所有的政策措施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该认真考虑和兼顾

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如何代表好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党群关系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也是影响今天党群关系的

主要问题。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协调问题。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但人民群众的利益是由各方面的具体利益构成的。市场经济越发展，这一现象表现得越明显。执政党的功能就是进行利益协调，也

就是进行利益结构的调整。  

从干群关系的视角看，执政条件下的干群关系有了新的特点。很大程度上，群众对党群关系的认识，不是根据其理论，而是根据党

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表现加以判断。在这方面，存在于少数党员干部中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严重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如果

从政治学的意义上讲，党的作风和腐败是两个范畴的问题。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的外部表现，而腐败的实质是权力的滥用。但在实

践中，作风和腐败又是联系在一起的问题，滥用权力本身就是作风不正的表现。历史和现实一再告诉我们，执政党不注重作风建



设，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就会损害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甚至失去民心，丧失政权。  

以往在密切党群关系方面，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特别是在如何继承传统发扬优良作风上想了很多办法，这无疑也是必要的。但这

里要注意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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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强调作风建设外，更要围绕着权力的运行和对权

力运行的制约监督，构筑一个能够互动起来的党群关系模式。  

一是坚持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稳妥地推进选举制度的改革。虽然不能把选举看成规范党群关系的唯一途径，但这项权利的有效运用，

将强化人民群众的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从而有效地维系执政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群关系。  

二是致力于发展，提高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水平。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意义。密

切党群关系也是这样，只有通过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人民才能支持党。所以，党群关系最终要以群众的利益为纽带，

所谓的互动也是以利益为纽带的互动。群众的利益既包括经济的，也包括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其中首先要提高生产力水平，通过

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政治发展上，要扩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建立协商和对话渠

道，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让广大人民群众有反映问题的渠道。要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过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强

调的是整体和统一，不强调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更不强调个人和局部利益的表达。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出现，人

们追求各自的利益，已成为正当的权利。因此，亟需建立起与市场经济多元化相适应的联系群众、保持社会稳定的方式。这就是从

形式到内容都要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  

三是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党的十七大指出：“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

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十七大对此强调，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事实表明，即便是我们党的党员和干部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准，也必须有强有力的监督，发挥他律的

作用，才能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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