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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系统调适与执政党① 
— — 基于社会结构转型的分析 

商红 日 

(上海师范大学 法商学院，上海200234) 

摘 要 ： 社会结构转型的深层含义是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转换。对我国而言，社 

会结构转型就是从原来的国家与政治社会关系模式向国家与经济社会关系模式转换。随 

着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我国的政治系统必须相应进行调适，其核心问 

题是处于政治系统核心地位的执政党在新的执政理念指导下，实现执政方式的改变；培育 

和增强社会与政治系统的“边界”的功能，发展界于社会与政 治系统之 间的组织体；以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国家化为政治系统调适的突破口；进一步调整执政党与人民代表 

大会和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建立国家权力机关与国家咨询机关的体制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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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会结构转型 

社会结构转型问题是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我国社会学界对 中国改革开放 以来的社 

会结构转型问题已进行了十几年的研究，取得 了重要成果。本文借助于这些成果 ，特别是 中国社会 

处于结构转型时期这一事实判断，来探讨我国的政治系统的调适问题，特别是关于执政党的政治理 

论问题 。 

依照我国学者的研究，“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是第一次现代化，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 

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变的过程是第二次现代化” 。本文的社会结构转型 

的概念，如果取其表层含义，是指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更具体地说，是指社会由以农业 

社会为基础向以工业社会为基础的变迁过程。因此，这是 “第一次现代化”过程。对这种变迁过 

程，社会学研究者或者将其分解为比较具体的结构变化，如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经济及产业结构、 

城乡结构、阶层结构等等的变化来分别加以描述，或者从理论上，按照不同的专题诸如社会冲突、社 

区发展、社会流动、单位制、城市化、价值观与文化、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等等，来分析这种变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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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前者有助于确认事实，具有明确的公共政策取向；后者对于深化人们的认识，把握社会结构转 

型的进程、趋势与特征具有重要理论与实际意义。但社会结构转型，其深层含义是国家与社会关系 

模式的转换。对我国而言，社会结构转型就是从原来的国家与政治社会关系模式向国家与经济社 

会关系模式转换。这样的结构转型已经突破了表层含义的限制，将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属于“第二 

次现代化”的内容也包括其中。无论如何，社会结构转型作为一种社会变迁的过程，既是广泛的， 

也是深刻的。 

本文的研究基于对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如下事实的确认： 

1．社会结构转型的实际过程来源于国家的现代化动员和组织，特别是依赖于国家提供的社会 

制度与政策。在70年代末以前，我国农业社会的基础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及十二大基本完成现代化建设动员的任务。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基本的规则，促进了诸如高考升 

学制度、市场经济体制、人力资源制度等等的恢复、建立、变革与完善。这些政策与制度为社会结构 

转型提供了先决性的条件，而它们随着社会发展变化不断创新，又为社会结构转型提供了保证机 

制。这个过程的启动和发展在微观与宏观上带来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逐渐转型。 

2．从微观上说，人的社会行动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人的社会行动结构，实质是以个体 

的普遍意义的社会行动所表现的社会的价值、组织化与制度化的特征，它是对人与社会关系状态的 

描述。人的社会行动的结构由以下几大基本要素构成：行动的动机与目的、为达到目的而选择的手 

段、社会制度的制约以及人的社会行动的影响。前两个要素具有主观性，后两个要素具有客观性 ， 

但它们不是相互割裂、毫无关联的。一般说，在一定的社会结构状态中，人的社会行动结构是模式 

化的。正是基于这样的总体假定，T·帕森斯描述了社会系统中人的社会行动结构模型。就我国 

而言，给定的制度已经成为人们社会行动的“信号灯”，也引导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的转变。其中一 

个重要例证是，在70年代末以后，参加高考上大学成为中学生及其家长们的基本期盼，也是青年人 

成长的首要路径选择。应当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在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人们行动的模 

式被迅速打破。人们的社会行动的选择具有了相当的自主性、多样性和个体性。在这样的条件下， 

社会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逐渐提上 日程。从 8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之初，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 

中，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活动具有标志性。无论是城乡经济组织，还是社区组织，无论是中间组织 

的涌现，还是企业的公司化改造，都是这种创新的重要表现。它们一方面反映着市场经济发展的要 

求，另一方面也是人的社会行动结构转型中的新型整合机制。 

3．从宏观上说，整个社会的技术与知识结构、经济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等都发生了重要变 

化。例如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历时 3年的研究 ，到新世纪之初 ，中国社会 阶层结构 已经发生 

重大转变。经过20年的发展，原来形成的两大阶级一大阶层的结构已被十大社会阶层所取代，并 

预言，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这种阶层结构将呈现稳定发展趋势，所变化的主要是各个阶层的规模 ， 

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人员、经理及私营企业主等阶层还会大大扩张④。应当说，社会分层 

结构的变化能够更有力地证明社会结构转型的事实。在农业社会中，社会分层比较简单，不同层次 

之间的等级比较严格和分明，社会成员一般难以跨越 自己所在的社会层次。社会阶层秩序以强化 

这种分明的等级为取向。工业社会中，社会分层复杂化，相对化，社会分层的秩序以合理化为取向， 

因而具有调整性与可变性。我国社会转型中已形成的阶层结构在形式上已具有工业社会阶层结构 

的特点。 

4．伴随着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面ll缶着必须发生重要变革的压力。我国的 

经济社会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迅速发展变化，并正在形成自己的惯性，从而，一种新的经济社 

会体系正在形成，它对整个社会的作用不断增强，其自主性要求也与日俱增。但毫无疑问，来自政 

治社会的强有力的牵制，经济社会的自主性及其与国家的互动关系并未形成。政治社会成功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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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和领导了社会变迁的过程，但对社会结构转型所造成的结构状态及其功能性要求并不适应。在 

改革开放之前业已形成的国家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模式，并未作出实质性的改变。这样的状态面临 

着变革的压力④。因此，社会结构转型中深层次的问题已经提出并需要着力解决。 

上述诸方面是对我国社会结构转型一些基本事实的归纳。确认这些基本事实是我们研究中国 

政治系统问题的前提性工作。 

二、政治系统模型 

依据政治系统论的一般原理，社会构成了一定政治系统的环境。这个环境与政治系统之间存 

在着互动关系。社会结构转型意味着社会环境的重要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影响社会与政治系统 

互动的方式，也自然要影响政治系统自身的结构、运行及其功能。 

在这里，我们从社会结构转型的事实出发，首先对我国政治系统作以下初步描述。 

1．关于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的边界。“边界”对于政治系统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它是政 

治系统与社会联系的环节，也是居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边界概念使得政治系统理论具备了可 

应用性、可操作性，在社会结构中，所有的社会成员一般可归于某一阶层，而与某一阶层相联系的组 

织体就处于边界之中，所有的此类组织体构成政治系统与社会的边界。在通常情况下，阶层并不具 

有政治属性，而只是人们依据社会群体某种构成特点而进行的归类。客观地说，不同阶层，其获得 

资源的属性、方式与数量有区别。阶层通常是结构松散的规模庞大的抽象群体。在社会行动的实 

际意义上，每个阶层中都分布着数量众多的与阶层成员的职业组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组织体，这 

些组织体具有社会整合及其输入的功能，因而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它们在政治系统与社会之间 

划出了一条“边界”。例如，没有经过该种组织加以整合的任何社会成员的行动，均不具有政治性 

质，而只能作出“合法”与“违法”，“合理”与“不合理”等法律与道德的评价。非政府公共部门、自 

治的社区组织、社团组织等均属于这样的组织体，它们存在于社会和政治系统之间，既是社会的 

“边界”，也是政治系统的“边界”。 

2．关于政治体制。政治体制这个被一般政治系统论所淡化的概念，在我国仍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在结构转型中，其政治系统的形成仍有赖于政治体制，它是政治系统的结构框架，是生成各种 

政治功能的基础。一定的政治体制由以下基本要素构成：政治价值和法理基础；政治权力；权力形 

成与运行的程序；政治组织与政治角色；将上述各种要素联系起来的制度。政治系统的变革首先是 

体制的变革，相伴而行的是整个系统功能的改变。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更能适应转型社会对政治系 

统的要求?从总体说，政治体制能够使政治系统有效消解社会冲突、保持社会平衡。这样的政治体 

制应具有以下三大基本机能：一是吸纳 即通过正式与非正式渠道接收信息、人力以及物质与文化 

的各种资源；二是沟通与协调，特别是谈判机能，即通过协商的机制使多种冲突的目标得到整合；三 

是生产，即通过体制的运作而生产出公共物品。 

3．关于社会与政治系统的互动。社会与政治系统的互动是结构转型社会政治系统生存的基 

本条件。首先，互动是政治系统运转的体现。这就是说，政治系统运转的动力产生于它与社会环境 

的关系之中。政治系统既非“自转”，也不是通过控制社会而使其围着政治系统转。政治系统运转 

的根据和理由全在于它必须给予来 自社会的支持以回报 ，以及必须对来 自社会的要求给予积极回 

应，这个过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其次，互动是政治系统发挥功能的体现。产出公共物品以提供公 

共服务是政治系统的基本功能，其社会目标指向是维持社会平衡。这个基本功能的实现依赖社会 

的支持与要求等资源的输入，也依赖公共物品输出后的反馈，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因 

此 ，政治系统的合理性不是通过政治系统 自我界定过程形成的，而是从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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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中生成的。 

4．关于社会冲突与社会平衡。在社会结构转型中和转型后，社会冲突具有集团性的特征。社 

会冲突的概念通常被作为社会对抗与斗争的形式来解释⑨，但我们将现实社会中的社会冲突理解 

为一种社会关系状态，这种状态是阶层化社会的常态：社会阶层多元长期并存，它们在政治经济与 

文化等多种利益关系中长期保持着一致中的不一致、平衡中的不平衡的状态。现代化在其发展进 

程中造就了社会的一致性：大体相同的价值取向，行动理性化，规则的普遍化，国家权力的非垄断 

性 等等。但不同阶层具有不同的掌握与支配社会资源的能力，因此，各阶层之间所获得的利益是 

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就构成了不一致的结构。当政治系统能够为社会提供充足的有序参与的渠道 ， 

并能够迅速反映来自社会的要求时，阶层与政治系统之间的互动呈现平衡状态，这同时也就是各社 

会阶层之间的平衡状态。但任何政治系统在一定条件下，都难以满足社会的全部要求，因此，在总 

体上的平衡状态下，会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即不平衡关系。社会冲突通常就是这种不一致与不 

平衡的关系。 

导致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从政治方面说，主要是政策根源与政治体制根源。政策作为分配资 

源的有强制力保障的规则，其中大部分具有阶层的面向，例如税收、产业、社会保障等政策对不同阶 

层而言，具有不同的影响力，不同阶层从政策执行中形成的“损益”也会存在差别。政治体制是政 

治系统的结构性要素，它是政治系统存在的形态，也是生成政治系统功能的保证。政治体制在四大 

环节上直接影响政治系统与社会的关系：一是输入的环节，二是决策过程，三是输出环节，四是反馈 

环节。这每一个环节都体现着政治系统的能力。在社会结构转型中，政治体制将出现与转型社会 

相适应的改革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引发社会冲突的过程，因为它带来了社会各阶层对政治资源的 

争夺。但如果政治体制不变，或者政治体制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则引发的社会冲突可能会更大， 

并且冲突的性质可能会具有异质性。 

无论如何，社会冲突具有集团性，这是我们必须予以关注的基本问题。从现象上看，社会冲突 

经常是个别地、分散地、微观地出现，但所有这些现象背后存在着某些共同性问题，这些问题是与社 

会不同阶层相联系的。这样的社会冲突，我们将其视为集团性冲突。从理论上说，集团性冲突是以 

社会阶层分化和以阶层利益为单元而发生的冲突，在现代社会，这种冲突一般是经过初级整合后表 

现出来的，即经过阶层的组织体的梳理，因而具有“意见”性、集中性和明确性等特点。这时，社会 

冲突首先表现为“意见”冲突，而不是社会的对抗行动。应该说，我国目前阶层的组织化程度比较 

低，阶层成员表达利益的要求尚不能完全按照组织化渠道来实现，由此带来了政治系统与社会互动 

的无序性 。与此同时 ，政治系统的功能尚未进行有效的调适 ，政治系统与社会之间也缺乏“边界” 

的缓冲环节，由此造成了政治系统与社会的隔离，甚至造成了社会对政治系统的疏远。在上述情况 

下，政治系统的运行将是高成本、高风险的。如何将社会冲突维持在低度范围之内，即整个社会处 

于总体平衡状态，这是政治系统调适的基本问题指向。 

根据以上描述，我们可以对我国社会结构转型条件下政治系统作出模型化的抽象(见下图)， 

以便于进一步研究政治系统的调适问题。 

从模型中可以看到，“边界”的存在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具有多种功能：缓解社会冲突形成 

的对政治系统的压力；将在冲突中形成的要求与支持的信息进行整合输入政治系统；调节社会与政 

治系统互动的强度；接受政治系统的政策咨询并及时反馈等等。社会与政治系统的互动是政治系 

统的条件，而这种互动的结果是形成一定的资源分配的格局，其理想状态是社会平衡关系的形成。 

这种平衡关系是相对稳定的关系。当新的因素产生或原有因素发生重大变化以后，如经济发展状 

况、政治系统与政治生活的变化、国际社会重大变化等等，这些因素会在社会中发生影响作用，有可 

能形成社会与政治系统的新的互动，从而社会与政治系统将为新的资源分配格局的形成，即新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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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平衡状态而展开博弈。 

环境 

三、执政党与政治系统调适 

环境 

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处于政治体制的核心地位，因而处于政治系统的核心地位。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政治系统调适的核心问题在于执政党执政理念与方式问题。所谓政治系统调 

适，即通过创新执政理念，创新政治系统内的组织，完善政治体制，使政治系统与社会结构转型的状 

态相适应，从而促进国家与经济社会关系模式的形成并得到确认。 

在政治体制中，主要的政治组织包括国家组织、行政组织、政党组织和政治协商组织。主要的 

政治权力关系有执政党与国家、执政党与行政、执政党与其他政党以及国家权力体系的关系。政治 

系统功能取决于政治体制的结构，反过来说，若实现政治系统有效达成社会平衡的功能目标，必须 

具有合理的政治体制结构，即各种政治组织之间的政治权力关系具有合理性。由于政治系统的维 

持与运转的条件是社会与政治系统的互动，因而从社会结构转型及其对政治系统的要求出发来探 

讨这种合理性是唯一的选择。 

在这里，我们将从“三个代表”的思想谈起。我们将“三个代表”思想视为来 自社会对党的要 

求，或者说，这三大基本要求是对来自社会的对党的要求的概括和总结。可以说，这一概括与总结 

反映了社会结构转型对政治系统的根本要求和期盼。“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创 

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政理念是关于执政的根本意义的认识。长期以来党的执政理念停 

留在“打江山坐江山”、为稳固执政地位而执政的水平上。“三个代表”的思想将执政理念提升到执 

政在民、执政为民的高水平上。第二，为执政党功能作出明确定位。在“三个代表”命题中，关键是 

“代表”这个概念。本文认为，代表的含义不是等同、代替或取代之意，而是整合、凝聚的意思。通 

过整合与凝聚的过程，使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与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实现与体 

现。在政治体制内，这就是执政党的基本功能的定位。党的全部活动及党的自身建设都出自于这 

样的功能定位。第三，党的先进性体现在党的功能的实现结果上。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创新。 

以往阐述党的先进性的阶级基础说、思想基础说和群众基础说都具有应然的静态的特点，而从结果 

的意义上论述党的性质 ，则具有实然性、动态性。 

现在，我们将上述理解与政治系统调适问题联系起来，可以找到实践“三个代表”的具体路径， 

也能够发现政治系统调适的具体问题。 

1．培育和增强社会与政治系统的“边界”的功能，发展界于社会与政治系统之间的组织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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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组织体的产生具有必然性 ，它们需要有自主活动的空间和表达利益要求的通道。顺应社会结构 

转型的趋向，国家以法治的理念引导这些组织体的建立与运作，并由此确立政治系统与社会联系和 

互动的机制。如果说社会成员的社会行动通过职业组织得到初级整合 的话 ，则界于政治系统与社 

会之间的这些组织体将对社会进行初级整合。经过整合 的过程，输人政治系统 的要求与支持 的信 

息已具有“资源”的性质。当然，这些组织体绝不仅仅具有表达利益要求的功能，它们还具有重要 

的公共管理功能。 

2．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国家化为政治系统调适的突破口。人民政协一直作为党的统 

战组织而存在。将其国家化，也就是通过组织创新，使人民政协变成国家机关。但不是组织议院， 

而是组建国家咨询机关。在结构转型社会中，为适应社会的变化，特别是为进一步提升政治体制的 

吸纳能力 ，强化政治系统与社会的互动机制 ，一方面要在人民政协组织 中扩大政治团体 的数量 ，使 

各社会阶层的组织体都有参与的机会和途径 ，另一方面必须解决人民政协在政治系统 中的定位。 

与社会结构转型相适应 ，必须加强人民政协的国家决策咨询和参与决策的功能，因此 ，人 民政协应 

从党的统战组织的性质向国家咨询机关的性质转化。这种转化建立在社会结构转型及其发展趋势 

的基础之上 ，并与上述的“边界”相衔接。 

3．进一步调整执政党与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国家组 

织的实体。党与国家的关系集中体现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在政治 

系统内，人民代表大会拥有最高的国家决策权，这一权力同人民代表大会拥有的其他权力一样，来 

自于人民依照法定程序和民主过程的授权，由此决定人民代表大会只对人民负责，而不对任何党派 

与政治团体负责。执政党按照执政在民、执政为民的理念要求，实施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执政方 

略，依法对人民代表大会权力的行使提供政治、思想与组织上的领导。政党与国家是政治系统内两 

种不 同的组织。执政党的权力与国家权力也是不同的。在习惯上，人们总是试图从权力大小的问 

题上思考国家权力与执政党权力的关系 ，但实际上这是两种功能不 同的权力，不能以大小强弱论 

之。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组织，并不能自发实现国家权力的功能。执政党法定的执政权力集中 

体现为对人民代表大会的直接领导。 

但是，执政党对国家行政机关并不具有直接领导的关系。中国既不存在议会内阁制中政党组 

阁的制度和机制，也不存在三权分立下的最高行政首脑直选产生的制度和机制。国家其他机关均 

从人民代表大会中产生，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党与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是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 

发挥自己领导作用的关系。从我国实际政治生活中可以看到，执政党对国家行政权的偏爱已成为 

全部问题的核心所在。因此，党应以社会结构转型为契机，调整党与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由直接 

转为间接。 

4．建立国家权力机关与国家咨询机关的体制性关系。人民政协转变为国家咨询机关 以后 ，就 

由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组织转变为行使国家决策咨询权的国家机构，由此需要明确人民代表大 

会与人民政协的关系。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国家权力机关与国家事务的决策机关 ，人 民政协是 

我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来行使国家咨询权而参政议政的国家决策咨询 

机关。它的主要功能是向人民代表大会提供立法与国家重大决策的咨询议案。从体制上说，这是 
一 个必经的政治过程和程序。执政党是人民政协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体制中的核心地位全在于党的整合与凝聚的政治功能的发挥。因此，党的 

执政活动的重中之重是不断提高党的整合能力与凝聚能力，这是作为代表者的能力。这样的能力 

在社会结构转型条件下 ，主要是通过富有创见的l 想理论和政策主张、政治形象 以及合理的政治系 

统结构及其功能来生成和表现。政治系统的调适就是提高执政党整合能力的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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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System and CCP：An Analysis Based on Social Restructuring 

SHANG Hongri 

(Law and Business College，Shanghai Teachers 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 

Abstract：The profound implication of soci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 is the transforming of relationship patterns between state 

an d society．On the basis of an alysis of social changes，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model of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and 

puts forward some ideas about political innovations which the Party in po wer is to carry out．First，it is necessary to cuhi— 

vate an d strengthen the”boundary”fun ction of our society an d po litical system as well as develop the organizations between 

them．Second，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hinese Peopleg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be turned from the United Front of 

the Political Parties into the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ofthe State．Th ird，it is proposed that further efforts be made to regu— 

l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CP and the People~Congress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CP an d the State 

administrative organs．Finally，it is considered beneficial to establish the mechanism between organs of state power and na— 

tional COnsultative bo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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