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王长江：对“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几点思考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的纲领性文献。在这个决定中，“党
的建设科学化”的问题被两次提及。一是在总结执政党建设的历史经验第五条中，明确提出

“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二是在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总要求中，

强调“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进一步把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公

共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的建设科学

化”作为对执政党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对今后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

认为，党的建设科学化，就是要求党的建设按政党活动规律办事，就是党的现代化，就是党

的活动的制度化。下面我从这三个方面谈点自己的体会和认识。 
 
  党的建设科学化就是党自身的现代化 
 
  什么是科学？科学是对规律的揭示。人类在自己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逐渐深

化了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从而建立了一门一门的科学。科学化，指的就是人们的认识越来

越接近规律、并使自己的行为越来越符合规律要求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讲，党的建设科学化，

就是不断提升党的建设的科学性，体现按照政党活动规律来推进党的建设的要求。 
 
  政党活动有没有规律？这个在今天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过去却是被长期忽视了的。其

原因，在于我们在政党问题上认识有片面性。众所周知，既然规律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

质联系和必然趋势，那么，它讲的首先是共性。政党活动的规律，讲的是政党活动的共同属

性。无论什么性质的政党，都会按照这些共同的属性开展活动，否则就不成其为政党。比如，

政党都是由具有共同政治意愿的人们自愿结合而成的政治组织，没有共同政治意愿，不是自

愿结合，或者目标不是参与政治、角逐政治权力，便难以当作政党来看待；政党都要想方设

法吸引更多的支持者、追随者，因而都要想方设法使自己的意识形态、纲领政策主张具有吸

引力；政党都要建立适当的组织架构，以便能够把忠诚于本党的人团结在周围，并和社会建

立良好的关系，准确地传递信息，有效地进行政治动员；政党都要把取得政权作为首要目标，

利用国家权力推行自己的价值理念，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等等。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其实并不承认这种反映共性和普遍性的一般规律。这与其

说是因为对这些共性的东西研究不深，不如说是由于意识形态领域有太多的禁区而不敢正视

这个问题，似乎不谈共性才算是划清了界限，而谈共性往往意味着混淆正误，有模糊立场之

嫌。对政党活动规律缺乏研究，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不能从别人的错误中吸取经验和

教训，大大降低了执政的科学性。 
 
  需要指出，谈论政党活动的共性，并不否认政党活动有各自的特殊性。相反，只有在把

握政党活动共性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对自己的特殊性有真正的认识。实践告诉我们，研究政

党活动规律，特别是研究政党执政规律，必须善于既把握一般性，又把握特殊性。强调一般

性而忽视特殊性，放弃了自己的本真，很难走出一条适合本党本国特色的道路。强调特殊性

而忽视一般性，甚至把二者对立起来，则往往容易掉入经验主义的泥潭。由于各种复杂原因，

在我们党的建设实践中，吃亏较多的常常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正因为如此，在时代发生深

刻变化的今天，转变观念，加强对政党活动和执政规律的研究，善于从规律的高度来审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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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不仅必要，而且迫切。这也是我们今天提出“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意义之所在。 
党的建设科学化就是党的活动的制度化 
 
  政党本身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从这个角度说，政党本身似乎不存在现代化的问题。但

是，近几十年来，政党现代化的问题却频繁地被提及。其中的道理，其实不难解释：既然政

党是在深刻变化着的时代中生存和发展，要想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政党就必须不断适应形

势，根据时代变化的要求调整自己，使自己的活动科学化。许多政党把这个过程叫做政党现

代化。我国是一个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我们党领导着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因

而完全可以说，党的建设的科学化，就是党的现代化。科学化和现代化紧密相连。 
 
  我们看到，在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面临双重的任务。一方面，它要以自己的理论、路

线、方针和政策实施领导，以保证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它必须不断改革自身，以

适应领导现代化进程的要求，充当人民进行政治参与的工具。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人民民主意识和自主意识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政党的要求也必然提高。政党过去习以为常的

组织结构、体制和运作方式会逐渐变得落后和不适应。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适应社会政治经

济发展的要求，适应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要求，不断改善政党内部的组织运作机制，探寻新的

有效的活动方式，是每一个政党都会面临的问题。一句话，领导现代化的政党，必然有一个

自身现代化的问题。所谓政党现代化，就是政党适应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需要，适应社会现

代化的发展进程，使自身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不断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过程。 
 
  我们党较国内外其他许多政党成立要晚，建立之初吸收了不少政党的建党经验，是一个

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党。与此同时，也不能不承认，从过去闹革命的党向执政的党转变，从领

导计划经济的党向领导市场经济的党的转变，不可避免地会经历重大的变革。从实践看，我

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是成功的，说明我们党基本适应了这种转变。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

设的理论和实践还有许多有待于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地方，在一些方面不适应的情况

还很突出。苏共模式的长期的持续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领导传统计划经济过程中形成的

观念、做法和体制还或多或少地起作用，对一些过去成功的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经验也需要

进一步从规律的高度进行梳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党的现代化是当前我们党面临

的一项重大而迫切的任务，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党的建设科学化就是按政党活动的基本规律办事 
 
  党是一个组织。组织运行有它的规律。人们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摸索到一些规律，用

规则的形式把它们固定下来，便成了制度。因此，制度反映人们对规律的认识。人们对规律

认识越深刻，制度就越健全、越科学。党的建设科学化，必然要求提高党自身活动的制度化

水平。 
 
  按照党的建设科学化的要求提高党的活动的制度化水平，要求我们科学地认识制度和制

度建设问题。一些人认为，这些年来，出台的各种规定、要求和条例已经不少，说明我们的

制度建设已经获得了累累硕果。但是，和这些规定、要求、条例数量上增加的速度相比，制

度执行却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似乎使人们有理由对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提出怀疑。这种状况，

很容易把人们对制度建设的认识导入误区。澄清这些误识，对深化制度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这也恰恰是党的建设科学化应当着力研究的内容。 
 
  制度是什么？制度是要为人们的行为提供规范。因此，制度首先是一系列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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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若干规定和要求组合而成的条例。建立制度的过程，首先是一项项规定、一条条要求和

一个个条例出台的过程。这可以看作是构成制度的基本要素。但是，制度绝不仅仅是几个要

求、规定和条例，也绝不仅仅是一大堆要求、规定和条例的堆砌。制度是要素之间的有机连

接。要素之间有机连接形成的网络、系统，才叫制度。打个比方：要制造一辆汽车，必须制

造这辆车所需要的零部件。零部件有了，就有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基本条件。但是，一堆汽车

零部件集中在一起，并不能叫汽车，而只能叫汽车零件。只有当这些零部件之间按照规律相

互有机连接、有机啮合起来，构成动力系统、传动系统、行驶系统时，我们才可以把它叫做

汽车。所以可以说，有机连接，是制度的灵魂。没有连接的制度是死的制度，是没有灵魂的

制度，是不能运行的制度。 
 
  制度要素的建设无疑是必要的，是制度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没有构成制度的要素，制度

也就无从谈起。但是，随着全面改革不断深入，讲究制度的体系性，强调制度要素之间的有

机连接，成了更加重要的问题。正因为此，在我看来，制度建设的重点，应当更多地从制度

要素的建设，逐步转向制度体系的建设。我们制度建设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重视制度要

素建设而忽视制度体系建设。往往误以为制度要素建设就是制度建设，把制度要素建设看作

制度建设的全部，满足于出台各种各样的规定、要求、条例，却缺乏系统思维，以至规定、

要求、条例之间不但不相衔接，还经常相互矛盾，相互抵消。实践表明，今天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需要按照党的建设科学化的要求来思考和推进制度建设。 
 
  还应指出，科学化、制度化必然要求系统性、整体性。今天，要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

水平，也应当强调系统性和整体性。这是因为，如果说，在改革初期，面对庞大、完善的旧

体制，改革的主要特点是寻找一个突破口的话，那么，在改革已经进入到深层次的今天，我

们已经很难找到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口。相反，任何一个难点和热点问题，都不是孤立的，都

有可能牵涉到更深层次的问题，而且最终都和党的问题相连接。这些问题错综复杂地纠缠在

一起，需要我们更加系统、全面、综合地进行思考，探索解决的办法。从这个角度可以说，

和其他各项改革一样，党自身的改革也进入了一个全面深入的阶段，特别需要强调整体推进

的原则。这也是制度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