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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政党制度特点看增强党的基层执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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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说，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这个论断点出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长期执政的制度预设要求中

设，世界政党政治的变幻莫测警示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建构社会的政党权威为己任。党的基层组织担当着执

力不可一日懈怠。 

  基层执政能力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在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下，党在基层的执政能力有着特殊的意义。从世界范围看，独特的政党制度突出了中

仅是执政党，而且是领导党。政治学视阈里，“执政党”是与不掌握权力的政党相对应的概念，反映政党

关系。西方国家有执政党但没有领导党的概念。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形成过程中，领导党的概念使用在

党的文献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首先是从领导核心地位进行角色定位的，明确提出执政党的概念是在1956

要，它表明，在领导角色基础上确立执政角色，是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形成的一个基本特点，中国共产

地位，而且相对社会而言居于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角色的双重性决定其政党运作方式。从政党、国家、社会三个维度看，中国社会主义政治

在这样一种构造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意义不仅表现为执掌政权，而且表现在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这与

大不同。在西方一些国家，执掌政权的执政党并非在基层社会占据执政地位，竞选制度下的地方权力有时为

权中执政的政党不统一。有些国家在野党或者反对党在地方上掌握权力的比重甚至超过执政党。就这样的

党的目的所在，从整体上影响社会才是执政的意义所在，执政党的权威需要从上到下得到体现。中央和地方的

性，意味着执政党社会角色的完整性，基层执政能力的弱化必然影响执政党的整体性和完整性。 

  由上可见，党在基层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性，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决定的。基层执政能力直接

系党双重角色的实现。 

  基层执政能力的构成和体现  

  从执政能力的构成来看，以下三个方面是主要的。首先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在社会主

政治领导的责任，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直接影响国家发展和人民利益。因此，保证路线方针政策不偏

中占有决定性地位。其次是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的能力。中国是个特大型的国家，拥有广袤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地

衡，如何加强国家管理难度很高。中国与世界融合日益紧密，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

测的风险不断增加，如何保持社会稳定任务艰巨。因此，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成为考验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再者是管党治党的能力。党

中央领导反复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作为拥有7500多万党员规模的大党，作为建党近90年、

很多，情况也十分复杂。社会多元发展的格局和各种利益诱惑又带来权力腐败现象滋长的危险。干部队伍和党

同样对党的执政能力形成严峻的挑战。 



  执政能力在不同形势下具有不同的内容。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将党的执政能力

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

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又具体地提出两方面的本领，即“谋划发展、统筹发展、优

作、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维护稳定的本领”，具体地提出增强两种能力，即“增强新形势下依法办事能力和

运用、做好民族宗教工作的能力”。可见，党的执政能力的体现是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而不断丰富充实的。

  党的执政能力需要有效的载体来实现，基层党组织就是这样的载体，而且是很重要的载体。讲党的执

基层组织是党的细胞，胡锦涛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执政的组织基础”。江泽民指出：办中国的事情，

于党的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也取决于各级党组织贯彻落实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和水平”。基

斗力强弱的显示。 

  基层执政能力显示党的战斗力 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统。在改革开放整个实践

央从各个领域的实际出发，先后制定了关于国营企业、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农村、高等院校基层党组织建

展。 

  现实表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总体情况是好的，但发展不平衡，存在的问题还不少。党中央认为，党的

况、党员队伍素质作出总体上是好的，但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

建设软弱乏力有关。如有的贯彻民主集中制不力，有的对中央决策部署执行不认真，有的对党员民主权利保障落

不强，有的软弱涣散。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党的基层执政能力。增强基层执政能力，必须找到有效的路径。

  第一，按照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要求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党的建设科学化，就是要使按照规

使科学的精神贯穿于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活动的始终。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基础在基

织处于党执政的第一线，社会的矛盾大多聚焦在基层，人民的诉求大量集中在基层，发展的问题主要暴露在基

化水平，是增强基层执政能力的保障。 

  第二，以加强制度执行力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点。突出制度建设已经成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亮

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制度执行力的问题。经验告诉我们，制度的有效性是以执行力来体现的。实践中，

有政策，下有对策”、“插边球”等等现象经常可见，制度成形式，刚性变软性，规定是一回事，运作是

基层执政能力。 

  第三，努力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两个概念，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学

前者是从政党的组织整体而说的，后者是从单位的组织层级而说的。从组织层级说，学习型组织包括中央和地方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