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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关于“政治文明"问题理论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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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 出的背景、意义，政治文明的 内涵、内容，政治 

文明与制度、物质、精神文明之间关系以及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等方面，对 当前 国 

内理论界关于“政治文明”问题研究进行 系统综述，为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 

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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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5月 31日，江泽 民同志在中央党校 

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重要目标。”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第一次 

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任务。这一论 

断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再次加以肯定。为了深入 

学习和贯彻“十六大”精神，更好地领会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精髓，本文对国内理论界关 

于“政治文明”建设 的理论问题研究进行综述。 

一

、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出的时代背景 

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出的时代背景 

理论界有以下几种论述 ： 
一 种观点认为，目前我们正处于现代化建设 

新阶段的人 口处，到本世纪中叶要达到世界中等 

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进程中，在进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的同时 ，党和国家获得和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文明 

建设 的经验 ，社会主义 民主和法制建设取得了坚 

实而有效的成果。回顾过去，我们需要总结 和巩 

固已经取得的政治文明成果 ；展望未来 ，新的更为 

关键、更加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在社会主义政治 

文明领域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为社会主义的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更好 的政治思想 、政治 

制度和政治实践条件。 

另一种观点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 

适应国际局势深刻变化的迫切需要。加入 WTO 

后 ，我国在经济发展上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同 

时，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领域也面临新的挑战 ，在 

这种背景下 ，要坚定不移地走 自己的政治发展道 

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还有学者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是“三个代表”思想的必然要求。“三个代表”思 

想体现在经济、文化、政治三个方面，其中代表最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政治建设的基本要求 ， 

是一个深刻的政治学命题。@ 

总之，改革开放 2O多年来 ，经济、政治 、文化 

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就 ，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中仍存在改革的不平衡问题 ，人们谈 到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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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指的是经济现代化 ，至于政治现代化问题重 

视不够，这是渐进改革模式的结果 ，是先经济后政 

治的产物。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经过多 

年的努力 ，尽管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但与经济体 

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相 比相对 

滞后 。而快速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对政治体制改革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精神文明，必须加快政治文明建设的步 

伐，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 

二、关于政治文明提出的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从理论角度来看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意 

义深远。“社会 主义政治文明”范畴是以社会主 

义实践的曲折历程和伟大成就为基础的，这既是 

对 已经取得的成果的提炼 ，也是对未来的社会主 

义政治发展趋势的理性把握。为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建设开拓了“文明”的新视野 ，把对社会主义政 

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设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 

新的科学水平。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主张的 

提出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丰富和 

发展 ，是对我国政治国情认识的一次飞跃 ，是解放 

思想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与时俱进的思想品格 

的具体体现 ，是 “七一”讲话 中关于 “人的全面发 

展”的深刻补充。它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整体目标要求和实践活动具有重大的指导意 

义。⑨江泽 民代表我党第一次明确地将建设社会 

主义政治文明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并列 ，一道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三大基本 目标 ，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丰富和 

发展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大 

而深远的意义。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要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从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精神文明建设三个方面全面推进 ，使其相互协 

调 、相互促进 ，表 明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 

对社 会主义 现代 化建设 规律 的认识在不 断深 

化。⑦ 

曾峻认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体现了人的 

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从哲学的高度界定 了建设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 目的和基本原则 ；“社 

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明确 了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伟大任务，丰 

富和发展 了社会主义建设学说 ；同时“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是一个包容性更强的概念，反映了中 

国共产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全面推进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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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建设的决心和信心。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 ，政治文明是我们 党在长 

期实践的基础上 ，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基 

本特征的第一次明确概括 ，反映了当代 中国共产 

党人在长期实践探索的基础上 ，初步找到了具有 

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政治制度的基本结构框 

架 ，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 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三个文明”建设与“三个代表”学说之间的关系 

具有一致性 ，它们的内涵完全一致 ，因而，推进社 

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对全面贯彻 “三个代表”要 

求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江泽民提出建设社会 

主义政治文明，更加明确 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 

根本点和正确方向；能更广泛 、更深刻 、更具体地 

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同时对推动我 国全 

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 ，政治文明的提出有三方面意义 ：一是社 

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解决了以前理论表述的不 

足。以前将政治领域取得的成果纳人精神文明建 

设范畴，理论上出现了逻辑缺陷，政治文明的提出 

克服了以前对社会文明理论认识的缺陷 ；二是体 

现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第一 、 

第二代领导集体 ，尤其是第三代领导集体治理国 

家、加强党的建设等实践方面经验的总结 ，其核心 

的内容体现在人民当家作主 、实现民主的制度化 、 

程序化、法制化方面，这些成果体现了社会主义政 

治文明建设的成就 ；三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 

出，为我国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明确 

了中国政治下一步发展的目标。 

三、关于政治文明的内涵 

理论界关于政治文明内涵的讨论大致可以分 

以下几个方面： 

从政治文明的定义看 ，有学者认为 ，政治文明 

(Political Civilization)是政治学 的重要范畴，指 的 

是“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 的总和．一 

般表现为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 、自 

由、平等、解放的实现程度”。@也有人认为，政治 

文明是指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从静态 

的角度看 ，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程中取得的全部 

成果 ；从动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化发 

展的具体过程。 

从政治文明的构成要素看 ，政治文明指组织 

政治 的所有手段、政治进程的形式 、政治行为模 

式、政治角色、政治作用，也包括政治信仰、政治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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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和理想。@李琪认为政治文明的内涵应从三个 

层面进行分析：(1)制度层面，包括政治制度、行 

政制度 、法律制度等；(2)行 为层 面包括决策行 

为、行政行为、监督行为等；(3)文化层面包括政 

治理念、政治氛围、政治传统等。 

从政治文明的发展过程和状态看，政治文明 

指国家管理和社会调控过程在法治的轨道上顺利 

运行 。现代政治文明更体现为民主、平等 、公正、 

自由和效率的实现。 

政治文明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 ，随着人类社 

会的发展，它的程度也将不断提高。从发展阶段 

看，政治文明经历 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 

义和社会主义四个阶段 ，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则 

是建立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劳 

动群众的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一次 

质的飞跃。@政治文 明作为整个社会文明的有机 

组成部分 ，是人类 自进入文 明社会以来，改造社 

会、实现 自身完善过程中创造和积累的所有积极 

的政治成果和与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政 

治进步状态。 

综上所述 ，政治文明应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 

种形态，是政治发展 的目标与方向。它包括两个 

层面的涵义 ：一个层面指政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各种文明成果 ，比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 

商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一国两制” 

等；另一个层面指的是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实现文 

明成果的过程。如 ，“依法治国，以德治 国”两大 

治国战略方针实施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政治文明 

建设 的过程。总之 ，政治文明的本质是保障公民 

的民主权利的实现，是对人的根本权益的尊重。 

四、关于政治文明的内容 

关于政治文明的内容的探讨 主要有以下几 

种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一个由政治、法律、民主 

制度三者相互联系构成的复杂的、内容丰富的统 
一

体 ，是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机构内部各 

种关系、政党关系、政党与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 

社会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 、市场主体与政府之间 

的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关 系的进步状态和发展水 

平 ，其中，核心的是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调整的基 

本制度。 政治文明并非单一结构 ，而是有极为丰 

富的内容，具有结构性 ，并且政治文明的内在结构 

呈现出多元性 ，这种多元结构表现为政治主体文 

明、政治关系文明、政治意识文明、政治行为文明、 

政治制度文明等。@政治文明应包括如下具体 内 

容 ：政治意识形态，是系统地、自觉地、直接地反映 

社会政治现象的思想体系，它是政治文明的观念 

形态；政治法律制度，是一定社会中反映一定阶级 

意志的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 ，以及国 

家结构形式和公 民在 国家生活中的地位 ，它是政 

治文明的制度形态 ；政治实践行为，它是政治意识 

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的政治文明在社会政治生活 

中的具体实施和表现。凹人类政治文明包括的内 

容有两方面：一是制度文明(制度形式 的政治文 

明)，它包括政治制度、政治体制 、法律制度 ；二是 

政治意识文明(精神形式的政治文明)。它包括 

政治思想 、公 民的政治素质、政治心理等固。政治 

文明的内容具体有：(1)适应经济发展的政治制 

度(主要指国家政权)；(2)推动社会前进的政治 

组织和政治活动(包括政治斗争)；(3)良好 的政 

治关系和政治局面 ；(4)进步的政治意识 (包括政 

治心理、政治观念、政治道德、政治学说 )；(5)先 

进的政治管理技术。@熊云认 为政治文明就是人 

们改造社会所取得 的政治 (法律)成果 。它 由政 

治(法律)意识 、政治(法律)行为、政治 (法律)制 

度和政治(法律 )组织四大要素构成。 

综上 ，政治文明的内容应包括政治意识 、政治 

感情 、政治理想 、政治关系 、政治制度、政治行 为、 

政治实施 、政治管理技术等。尽管政治文明建设 

的内容非常丰富，但其最核心和最基本的内容应 

是政治制度文明建设 的问题 ，而政治制度文明建 

设主要体现在人民民主权利为本的思想内核。 

五、关于政治文明与制度文明的关系 

关于政治文明与制度文明的关系问题主要从 

制度文明与政治文明的概念比较中得以体现： 

制度文明是人类改造社会 、创造适应社会发 

展要求的各种制度和体制(各项具体制度的系统 

组合)的成果，即人们从事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 

种组织形式 、活动方式及其规则的发展和改进 ，表 

现为在经济 、政治和文化等各项事业上 的制度建 

设和体制建设的成就和进步。制度文明的内容构 

成主要是指社会经济制度以及政治和法律制度的 

发展成就 ；同时也包括在文化事业方面的制度建 

设成就。也就是说，制度文明主要 由经济制度所 

体现的文明、政治法律制度所体现 的文 明(即政 

治文明以及法治文明)所构成。固制度文明，是相 

对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言的，它是人类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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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积极成果 ，反映社会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 

政治上层建筑的进步状态 。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和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共同构成社会主义 

社会文明。三者之间，物质文明是制度文明和精 

神文明的基础，制度文明处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 

明的中介地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相互 

作用必须通过制度文 明去实现。 政治文明说到 

底是要有利于人的各种权利的实现和全面发展 ， 

政治制度的文明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形式和根本保 

证 ，国家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的核心。但由于政 

治的复杂性决定 了政治文明具有复杂的内容，即 

政治文明所蕴含的内容不仅仅是人们的各种权利 

实现和解放程度 ，也不仅仅限于政治制度 ，除此以 

外的政治现象 ，如政治关系 、政治行为、政治意识 

的文明等都是政治文明家族的成员。固 

因此 ，制度文明是 由政治制度 、经济制度、文 

化制度等来体现的，它的内容分别包含在各种文 

明的建设中，有的属于政治文明建设领域、有的属 

于物质文明建设领域、有 的属于精神文明建设领 

域。由此 ，政治文明与制度文明的关系不能简单 

地说制度文明建设包括政治文明建设 ，政治文明 

与制度文明之间关 系处于一种相互独立、又相互 

依存 、相互交叉的关系 ，政治文明建设还包括政治 

意识的培养，政治行为的塑造等。 

同时，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存在的一种形态 ， 

政治文明建设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政治发 

展的目标和方向，它必须通过各种具体制度的安 

排和创新来落实政治发展的 目标。而制度文明是 

人类改造社会，创造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各种制 

度和体制的积极成果 ，表现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 

等各项事业上的制度建设的成就和进步状态。政 

治文明与制度文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类似目标与 

路径的关系，政治文 明只有通过具体合理的制度 

安排的路径，才能实现政治文明建设的 目标。如 

果没有具体的制度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只能 

成为空中楼阁或者一种 口号式的政治标语 。 

江泽民同志强调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应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进程，是我 

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 明全面建设的进 

程，而没有提 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 

全面建设的进程。在中国现代化语境里 ，政治文 

明的提出符合形势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 20多 

年来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 

相应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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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大背景下 ，惟有增强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 ，提高 

公民的政治素质 ，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加快 

制度建设与创新才有可能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更为 

良好的政治环境 ，促进生产力的进步。因而 ，政治 

体制改革的目标仅用制度文明来表述显得捉襟见 

肘，这就需要具有更高意义的目标来代替，社会主 

义政治文明建设成了未来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 

治建设的最佳趋向。显然 ，江泽民同志提出政治 

文明建设的内涵 比制度文明建设的内涵更加丰富 

和广泛 ，是个重大的理论创新。 

六、关于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关系 

理论界关于三个文明间的关系的论述主要观 

点如下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 

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 、辩证统一的新型政治 

文明，它是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发展的， 

又是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智力支持、精神动力 

和思想政治保证的。政治文明发展为物质文明建 

设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法制保证，并且决 

定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催生新的思想 、 

观念，激发新的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规范和引导 

新行为模式 和社会关系模式。圆政治文明为物质 

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基本 的政治方 

向；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建设提供了 

必要的政治环境 ；政治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建设的内容相互交叉，政治文明的进步也 

必然体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 物质 

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与政治文 明建设是一个 

互动、相互作用的过程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需要政治文明为其提供政治方 向、政治保障和政 

治环境 ；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与政治文明 

建设的许多内容是交叉重合 的。圆政治文明是整 

个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文明是推进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因素 ，因而推进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互进与共荣，便成 

了当今我国社会的重大的课题。曾物质文明、政治 

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 

体。物质文明是整个社会文明的基础 ，是政治文 

明和精神文明的前提条件 ；精神文 明对政治文明 

的建设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保证和引导政治文 

明建设的方向；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的关键，客观 

存在通过一定的合理的社会制度，可以更好地组 

织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的生产、供给 、分配和消 

费，为人们支配和享用文明成果提供制度保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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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生产和再生产提供发展 

动力。④政治文 明为物质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提 

供制度保障；政治文明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顺利进 

行提供激励和约束机制；政治文明是连接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的桥梁。@在研究 和加强政治文明 

建设的时候 ，我们要正确地判断它的历史地位和 

作用 ，既要看到它的发展会受到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影响，又要看到它会反作 

用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符合社会前 

进要求的政治文明，不仅可以为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的发展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而且会影响以 

至决定它们的发展方 向和进程。这就是说 ，在整 

个文明系统中，政治文明起着规范和保证的作 

用 。@ 

总之，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共同组 

成了人类社会的文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 

程就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协同发展、共 同作用的过程。 

物质文明建设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物质 

基础和前提条件 ；精神文明的建设为社会主义政 

治文明建设提供动力支持和智力保障。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建设是其他两个文明建设的中间环节， 

能有效地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 

神文明建设提供政治保障、政治方向和制度保证， 

使得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和谐共处 、共 同进步。 

七、关于政治文明如何建设的问题 

就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的问题 ，专家和学 

者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的目标 、应坚持的原 

则、建设具体环节和重点等方面对其进行 了全面 

的论述 ：李琪认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的目标 

是：(1)从中国国情出发 ，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 ，实现社 

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坚持走中国 

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2)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增 

强党的凝聚力，创造生动、活泼 、和谐的环境 ，巩固 

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3)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坚持执行依法治国的战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 

权利，弘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4)实现各 

项政治行为的规范化、程序化，大力推进政治文明 

制度建设。在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目标的过程 

中，必须坚持 ：(1)政治前提的宪政化；(2)政治制 

度的程序化 ；(3)政治理念的民本化 ；(4)政治权 

力的规范化 ；(5)政治方式的现代化 ；(6)政治功 

能的多样化 ；(7)政治行为的法治化 ；(8)政治运 

作的整合化 ；(9)政治局面的和谐化 ；(10)政治发 

展的可持续化。 

目前要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 

设，并通过政治文明建设 ，推动中国的政治现代化 

和政治发展 ，除了促进中国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 ， 

为政治文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 

外 ，还应该在以下几方面不懈努力，实现政治文明 

建设的战略目标 ：(1)政治 民主化；(2)政治公开 

化 ；(3)政治法治化 ；(4)政治科学化 ；(5)政治高 

效化 ；(6)政治清廉化 ；(7)政治文化世俗化。∞李 

慎明认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 

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的制度 

化 、规范化、程序化 ，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政治文明正在不断完善发展、走向成熟的标志。 

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要 

不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 

文明，从根本上说 ，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 

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 ，走 自己 

的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 

改革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 

治文明，这正是社会主义在实践 中发展的时代要 

求的具体体现。田 

在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中国社会 ，党 

的有效领导和与时俱进 的发展 ，是实现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这两方面规定性辩证统一 的关键 。为 

此，作为执政党，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 中，必须按照“三个代 

表”的要求，发展党的领导，全面提高党的领导能 

力和执政水平。圆丁晓强认为，在社会主义政治文 

明建设中，加强党的建设的关键是制度建设，用改 

革的思路解决党的执政方式与法治相互衔接的问 

题，处理好党的领导与宪法实施之间的关系，实现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党的领导不仅是权力 

的领导 ，还应包括非权力的影响，尤其发挥党的基 

层组织作用 ，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为此 ，倡 

导党组织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使党员的先进 

性在各种活动中得到体现 ，使党的非权力的影响 

力得以增强。他指出，政治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 

必须是为人民服务 ，以服务于大众 的利益为最终 

价值取向。因而 ，共产党必须把 自己的特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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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民大众的利益统一起来 ，服从服务于人 民的 

最根本利益 ，将党的权威性变为法治性。 

当前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和关键， 

就是按照江泽民同志在“5·31”重要讲话 中所提 

出的，要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制度建设， 

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为此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创 

新来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民主 

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 ，特别是要落实群众对干部 

选拔任用的知情权 、参与权 、选择权和监督权 ，并 

通过加强党 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建立健 

全依法行使权力 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 陈奇 

星认为 ，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是制度建设。为此， 

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 ，重点进行系列制度建设 ，如党 内民主制度 、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政府 

管理体制 、公务员制度等 ，通过制度的建设和完 

善，推动政治文明的建设。 

曾峻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坚持的 

原则有 ：(1)实现坚持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 

和依法治 国的有机统一；(2)坚持从中国国情出 

发，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决不照搬 

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3)着重加强制 度建设。 

当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点有 ：(1)加强 

和改善党的领导，真正发挥党的总揽全局、协调各 

方的作用 ；(2)加强基本民主制度建设。如，人大 

制度建设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民族区域 自 

治制度等 ·9(3)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4)进行 

司法制度改革；(5)加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圆建 

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 ：一要大力倡导和增强 

人们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意识 9·二要坚定不移地 

走适合我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继续积极稳妥 

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三要继续加强党风廉政建 

设和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用实际成果取信于 

民；四要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五 

要提高国家公务员的素质。∞要进行社会主义政 

治文明建设 ，必须着眼于政治发展 ，走自己的政治 

发展道路，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民主，为 

此 ，首先要强调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 民 

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其次 ，必须 

着眼于健全民主制度 、加强法制建设。第三 ，不断 

扩大党 内民主 、社会 民主，实行政务公开 ，坚持 民 

主监督。∞李卫宁认 为建设社会 主义政治文 明必 

须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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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前提 ，把完善人民民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政 

治文明的基础 ，坚持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 

明的集中体现，努力解决和实现依法治权的问题， 

保障社会主义 国家的权力始终为人 民服务 ，使党 

内民主成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先导。 

王维澄认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最根本 

的是要把坚持党 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 

国有机统一起来 ，为我们在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的 

基础上 ，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加强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指明了基本路径。因而 

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具有决定意义的特点。改革和完善党的 

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对于推进社 会主义民主政 

治建设具有全局性作用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政 

治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 ，都与党的领导制度和执 

政方式紧密联系，发展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具有 

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我们要以发展党内民主 

为先导 ，带动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 

展；人民当家作主，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的本质特点。发扬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建设的基本 内容，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 

断发展的根本动力；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总之，王维澄认为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坚 

持党 的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依法治 国有机统一 ， 

关键在于加强我国的民主制度建设 ，坚定不移地 

走适合我国国情 的政治发展道路 ，坚持社会主义 

政治制度的 自我完善和发展。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远 

大的理想目标，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一项复 

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 ，应根据 

中国的国情，走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 ，决不 

照搬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但也不排斥借鉴 

具体的对我们政治文明建设有益的、属于世界的 

政治文明建设的成果，为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提 

供一些有益的帮助，比如，国外公务员制度建设， 

权力制约制度的建设、法律制度建设 、决策制度建 

设等。在加入 WTO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 

步完善的今天 ，我们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必须以江泽民同志 5·31讲话及中共十六大报告 

中关于政治文明建设论述的精神为指导 ，逐步实 

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共同发 

展 、共同进步的目标 。为此，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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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的领导，加快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以建设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核心 ，加大各项民主政治制 

度建设和法制建设 ，提高全民族公民的政治素质， 

培养公民现代化的政治理念，完善各项具体的政 

治制度，创造一个适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 

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重要 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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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f Various Studies of‘‘Polit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ese Theoretical Circle 

DONG Youhong，ZHONG Yurong 

(1．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Shanghai Administrative Personnel University，200233； 

2．Faculty of Law and Business，Shanghai Teachers University，Shanghai，200234) 

Abstract：This paper provides a systematic survey of various studies of the political civilization in theoretical circles in China SO 

that we may learn and understand better the theory concerning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al civilization．Th e survey is conduc— 

ted in terms of the backgroun d in which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t political civilization is advocated。of the significance。the inl— 

plication and content of this political civilization，an d of the relationships be tween this political civilization as well as the institu— 

tional，the material and the spiritual civilizations，an d also of the measures for strengthening construction of the political civiliza— 

tion SO as to draw on what is good and constructive for promoting our socialist polit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political civilization，studies，general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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