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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体观的历史演进
!

刘京希

摘
!

要!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体观念的历史演进#经历了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第

一阶段#

NLAL

年
N7

月至
NLC8

年
=

月#(人民主体观)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第二阶段#

NLC=

年
=

月至
NL8M

年底#(阶级主体观)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第三阶段#

NL8M

年
N6

月

至今#(公民主体观)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主体观#显现出作为执政党的中

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与社会之关系演变的观念线索%对于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

主体观念的历史演进进行系统的梳理#揭示此一观念赖以产生与演变的现实基础#抽绎隐

含其中的规律性基因#探寻中国社会从阶级分析与对抗走向社会整合与融合的时代脉搏#

对于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与处理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而密切党与社会的联系#巩固执政基

础#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无疑富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社关系'社会主体观'人民主体观'阶级主体观'公民主体观

社会主体观#简而言之#即对于某一社会形态下社会之主要建设性力量的认知%作为

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其社会主体观#是指在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程

中#决定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任务和历史使命#所信赖和依靠的主要社会力量的思想观

念%对于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体观念的历史演进进行系统的梳理#认真探讨&科学

总结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党与社会&与人民&与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的得失#尤

其是党对社会主体的认知即社会主体观上的经验教训#揭示这种观念赖以产生与变迁的

现实基础#抽绎隐含其中的规律性基因#对于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与处理其与社会的关

系#提升党的执政合法性#从而巩固执政基础#无疑富有理论意义%

一&研究动态及本文的推进

查阅相关信息库#尚未见到直接提出和讨论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体观及其历

史演进的论著%与之相近的论题#比如有关中国共产党(群众观)和(人民观)的论说#倒是

有些许成果%

马丽君硕士学位论文3论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丰富与发展4#集中讨

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众观%文章认为#(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是唯物史观必然

的逻辑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基本命题#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活

水源头%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把马克思主义

群众观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相结合#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地坚持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特别是毛泽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邓小平对(人民)概念的

界定#党群关系#富民思想#领袖功过问题#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等方面'江泽民(始终代表

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胡锦涛(三为民)思想的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推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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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又一个更高的理论境界#不断拓展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理论思维空间和实践领域%在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今天#中国共产党要始终坚定不移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始终坚定不移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马

丽君#

6778

$

%该文的优长在于#从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中#挖掘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必然命题'进而揭示

出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思想来源及其具体内容%其不足在于#没能从概念范畴上明确提

出(群众主体观)的问题#当然更未能从党群关系的角度#去论证作为一个整体之(群众)的社会主体性和

能动性作用%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撰文指出#(群众)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的专用话语#是对社会阶级与阶层属性的政

治整合%因此#在中国社会#(群众)既是社会中活生生的每一个具体的人#又是社会政治话语中表示最

大共性集合体的概念%这是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一个很重大的区别%人民群众必须是中国社会最大多

数的群体#人民群众是代表社会发展进步方向的历史主体%笔者认同这一观点%但辛鸣教授同时又认

为#(人是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资本不能也不可能是生产力%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的

主体究其根本必须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排斥资本的积极作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客观存在社会主义建设者#但社会主义建设者迟早也要主动走向并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在正确处理

劳动与资本&劳动者与建设者的关系方面#共产党人没有必要遮遮掩掩#更不能本末倒置)

"辛鸣#

67NO

$

%

这一观点就仍然带有阶级分析的意味了%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整个社会着力于经济&社会与文化建

设的新时代#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是把一切资源和力量集中到国家建设上来#这当然也包括资

本的力量和社会主义建设者#而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劳动者%以此观之#社会主义建设者&资本拥有者与

社会主义劳动者一起#都属于人民群众的一部分%而不应再重拾(斗争)思维#再像(十年文革)那样#武

断地把社会集合体划分为不同的&相互对抗的阶级#导致社会的严重内耗%而且#在寻求共同富裕&建设

小康社会的目标下#社会主义劳动者通过诚实劳动#最终都应成为资本的拥有者#而不是像辛教授所言#

拥有资本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向缺乏资本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转变%果如此#社会主义岂不等同于贫穷2

社会主义之共同富裕的目标又如何实现2 此外#雷厚礼著3中国共产党执政学4一书#共分三篇#其中有

两篇"(为谁执政篇)&(靠谁执政篇)$#集中讨论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雷厚礼#

6778

$

%

张学中&何汉霞3论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观4一文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高的价值追

求!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人民主体思想的理论源头%人民主体思想是在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

史进程中提出和形成&逐渐成熟和完备的#并被确立为指导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继续发展#在

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人民主体思想的第一次升华%改革开放后#人民主体观

在坚持和继承中发展创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大的理论与实践优势#科学发展是实现中国共产党人人

民主体观的路径轨迹'改革开放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人民主体思

想的第二次升华
"张学中&何汉霞#

67N6

$

%该文的优长在于明确提出(人民主体)的概念范畴#把人民视做

社会发展和变革的能动力量%如此#无疑丰富了党与人民的关系结构#提升了党群关系之中的人民的地

位#党不仅仅是人民的领导者#还是人民的服务者%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使用(人民)这一政治性

概念#来涵盖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性力量毫无问题%当下再使用此一概念#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的

社会性建设力量#就不是很客观了%

笔者在相关文章中#也曾论及政党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交互主体性的问题#意在强调当下党社关系中

社会主体地位的提升及其意义
"刘京希#

677M

$

%但由于文章主要讨论的并非执政党的社会主体观及其历

史变迁#因此并未进行深入论证%

其实#就历史的真实而言#执政党在既往的不同历史时期#确实使用了(群众)或(人民)以及与之相

关的(阶级)概念来表征其社会主体思想%这些都是客观的历史存在#不容回避%但在新的历史时期#随

着执政党的历史使命的转变#尤其是社会结构的多样化变迁#以及蕴含其中的社会个体自我认知的公民

化转变#执政党的社会主体观面临总体性转型的理论需要%鉴此#本文基于当代中国党社关系变迁的历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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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规律#试图揭示出执政党社会主体思想从人民主体观到阶级主体观再到公民主体观演变的历史线索#

尤其是执政党社会主体思想对于公民主体观的强调#其目的在于反思潜藏在群众主体观和人民主体观

背后的阶级意识#探寻中国社会从阶级分析与对抗走向社会整合与融合的时代脉搏%

二&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体观念的历史演进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体观念的历史演进#大致说来#经历了三个不同历史阶段%根据这三个

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体观念的变化与不同特征#本文将人民主体观&阶级主体观&公民主体观

抽绎为党在三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体观#并分别就其特征予以论述%

第一阶段#

NLAL

年
N7

月至
NLC8

年
=

月#(人民主体观)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

(人)与(民)#在先秦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3说文解字4说!(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民#众萌

也%)可见#(人)和(民)属于不同的社会等级%但在古希腊&罗马#(人民)是指奴隶主和自由民#不包括占

人口大多数的奴隶%因此#一定意义上说#(人民)一词具有阶级概念的属性
"顾銮斋#

67NO

!

N

$

!

%在马克

思主义看来#(人民)是指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广大劳动群众%(人民)所具有的这种阶级概念属性#在新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也被继承了下来%只是#基于现实经济结构状况的多成分性#和团结

最大多数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人民)的阶级涵盖比较宽泛%但由于(人民)这一概念的集合性

和抽象性#以及党对于公有制下集体利益的过分强调#使得我们对于(人民)概念的理解和观照#只见抽

象不见具体#只见集体不见个人#极其缺乏对于个人权利的关注和保护#当然更谈不上基于(公民)概念

的社会与政治权利的赋予与保护%

NLAL

年
N7

月至
NLC8

年
=

月#为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面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制度

得以基本确立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体观念即人民主体观#其实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萌生了%作为党的主要

领导者和理论指导者#毛泽东于
NLA7

年发表了3新民主主义论4#其中论及关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

家与政权构成形式#明确指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

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毛泽东#

NLLN1

!

=88

$

在确定了国体与政体的前提下#

NLAC

年

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对于(人民主体观)进一步予以梳理!(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

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请注

意#这里把党在新国家所依靠的社会主体#具体化为(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到了

NLAM

年#党对其在新中国所依靠的社会主体有了更加明确与细化的认识%在该年
L

月召开的中央政治

局会议上#毛泽东把新中国(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体+++他在3新民主主义论4中的提法#进一步凝

练为(人民民主专政)!以(人民)代指(各革命阶级)%

为什么如此定位社会主体2 因为这样的定位切合当时的客观社会构成#尤其是经济成分构成%

NLAL

年
=

月#刘少奇提出3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4的党内报告提纲#对于新中国的国民经济成分

有一个初步的分析%报告提纲认为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主要由以下五种成分所构成!

N2

国营经济'

62

合作

社经济'

O2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A2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C2

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
"刘国新#

NLLA

!

NN

$

%这

五种经济成分共同构成新民主主义经济%由于这五种经济成分分别为不同的社会阶级或阶层+++工人

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所代表#这就使得此一时期的(人民)具有广泛的阶级

基础和社会基础%

而且#由于在
NLAL

年
O

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开始了

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历史时期%进一步讲#就是进入实现由(革命)任务向着(建设)任务

战略大转移的新时期%恰如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所指出的!(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

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座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其他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

*

8A

*

!

有学者把学界有关(人民)概念的使用总结为至少三种类别!阶级的人民'宪政的人民'发生重大历史事变时使用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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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同样#在一切老解放区#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

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

"毛泽东#

NLLN9

!

NA6M

$

%因此#在这个历史时期#党必须全心

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团结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同我们合作的人#尤其要

保持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

NLC=

年#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基本确立%这就意味

着#社会主义建设提上日程#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用毛泽东的

话说就是!(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

向自然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毛泽东#

NLLL

!

6N=

$

虽然#毛泽东仍然习惯性地用

战争的手段来看待和解决和平时期的建设问题#但毕竟是准确地抓住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也正是以(人民主体观)定位当时的社会主体#也才使得党及其领袖能够正确地分析社会矛盾的性

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有矛盾就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

"吴冷西#

NLLC

!

=

&

67

$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可惜的是#一系列的主客观原因#使得适合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人民主体观#没能得到可持续

性的坚持#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形成的政清人和的良好发展态势没能保持下去#直接造成了此后相当长一

个时期的社会动荡甚至动乱#党的社会基础和执政根基受到极大削弱%在这里最需要反思的是主观方

面的原因#即执政党的(人民主体观)的不彻底性%质言之#(人民主体观)在骨子里还是一个基于阶级划

分的思维观念%因为所谓(人民)#是一个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到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阶

级联合体%在执政党及其思想者的理论认知里#它们之间并非一个有机整体%用形象的色差色调来表

示的话#从工人阶级到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由深红逐渐变淡的过程%这就埋下了执政党的社会主体观

缘于社会环境状况和执政理念的改变#随时由(人民主体观)向(阶级主体观)转变的伏笔%

第二阶段#

NLC=

年
=

月至
NL8M

年底#(阶级主体观)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

从
NLC8

年
=

月到
NL8M

年
N6

月#

67

余年间#执政党的(人民主体观)总体上被以(阶级主体观)的社

会观所取代%其间虽间或有变动#但执政党以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观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受迫于险恶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加之(革命性政党)夺取政权之后#对于一旦失去政权的恐惧+++这

是一个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带有普遍性的政治现象'以及(革命党)的传统思维方式&工作习惯和方法

的(历史记忆)'更为主要的是#在崇尚个人权威的人治时代#主要领导者的政治观念+++带有浓郁法家

色彩的斗争思维和观念基因#等等#诸多因素交混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决定了该时期执政党社会主体

观的基本形态+++阶级主体观#质言之#就是无产阶级主体观%这一社会主体观#强调对于革命阶级的

依靠#相信阶级斗争对于社会的推动作用#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是其经典概括%在执政党尤其是

其主要领导者抛开制度(闹革命)的思想指导下#以激进主义为典型特征的政治运动成为此一时期的社

会主旋律%从初始阶段的反右派斗争#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到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再

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后来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后相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致使新

中国成立之初党所确立起来的执政基础+++各革命阶级联合的人民主体#遭到严重削弱甚至肢解%

67

世纪
C7

年代初初步形成的&以工人阶级为同心圆的圆点#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为圆周

在外围渐次展开的(人民共同体)垮塌#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农民阶级中的富

农甚至上中农#被推到党所依靠的社会主体的对立面#党所信赖的社会主体力量#只剩下工人阶级中(根

红苗正)的无产者阶层#以及农民阶级中的贫下中农阶层%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期#一个奇怪

的现象就是!一方面揭批(四人帮)#另一方面又肯定甚至称颂(文化大革命)%至此#执政党的社会基础

遭到严重的自我削弱#执政基础更是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不妨简单回顾一下这一历史时期(阶级主体观)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

NLC=

年#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束缚生产力释放的生产

关系已经被破除%因此#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毛泽东宣布#总体而言#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已

经基本解决了%随之#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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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京希!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体观的历史演进

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任务要求执政党用恰当的工作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加强自身建设%但遗憾的是#

NLC8

年开始的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整风运动#开始向解决

对抗性敌我矛盾的方向转变#诸多人民内部矛盾被错误地当作敌我矛盾处理%

对于社会结构和阶级状况的分析#集中表现于
NL=O

年
C

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3中共中央关于目前

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4对于当时社会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九个判定!"

N

$被推翻的剥削

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农&下中农%"

6

$被推翻的地主富

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的手里%其他机关的

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

O

$有些地方#地主富农分子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的活动#进行反革

命宣传#发展反革命组织%"

A

$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欺骗群众#进行罪

恶活动%"

C

$反动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例如#破坏公共财产#盗窃情报#甚至杀人放火#多处发现%"

=

$

在商业上#投机倒把的活动很严重#有些地方#这种活动是很猖狂的%"

8

$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

的现象#也发生了%"

M

$在社会上#除了那些继续搞投机倒把的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

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

L

$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

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作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

者是他们的同盟军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NLL8

!

ONC

$

%因此#此一时期(不可忘记的党的工作)#就是阶级斗

争#质言之#就是(革命&再革命)%党在此一时期的中心任务#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此后#以阶级

斗争的方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党内分歧#而不是诉诸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民

主的方式来解决#成为
NL==

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华大地肆虐十年之久的主观原因%

可见#作为以(共产主义革命)为使命而诞生的政党#其(革命)和(斗争)的先天左倾思想基因#被(代

入)和平建设时期的(方程式)#其结果必然是以处理敌我矛盾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方式#来解决人民内部

矛盾#且往往是愈演愈烈+++手段越激烈#越能证明自己的革命性%所以#登峰造极的十年(文化大革

命)的浩劫#也就带有历史的必然性了%它的伏笔#其实早在
67

世纪
O7

年代初的中央苏区时期就埋下

了%此后#这一伏笔不时隐现于延安时期&反右派斗争时期&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时期&(社会主义教

育运动)时期#以不厌其烦的恐怖性(肃反)为表征%而这一历史伏笔的思想史基因#则在于党的主要领

导者对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生搬硬套#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

(社会主体观)%这是一种二元化的&机械的思维模式#它往往来自革命作家的(本本)#而不是活生生的

社会现实%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仅仅把阶级的存在#与一定历史时期相联系#认为只是

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社会主义时

期#虽然仍然存在着阶级#但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不是社会主要矛盾%当此时#仍然固守斗争思维#把

阶级斗争扩大化&用阶级斗争的思维与方法看待和对待人民内部矛盾#就往往会把很多人和事物简单地

看成是黑白两种颜色#而不会相信色彩其实是非常复杂丰富的%这一历史时期自挖墙脚式的(阶级主体

观)#对于执政党自身的危害不言自明!执政党的社会基础遭到严重的自我削弱#执政基础更是到了岌岌

可危的地步%

第三阶段#

NL8M

年
N6

月至今#(公民主体观)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

客观地说#改革开放前的
O7

年#中国有(人民)但无(公民)#有(社会)但无(公民社会)%人们并无自

我权利意识#有的只是依附于政治权威的臣民意识#社会治理以自上而下的统治为表现形式#由于组织

严密而极为有效%所以#那一时期#对于执政者而言无疑是黄金时代%改革开放后的
O7

年来#伴随着经

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同时#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对外开放#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普

遍提高#视野变得更加开阔'以保护公民权为主旨的法律体系的完善#使得人们的权利意识更加敏感#观

念更加独立#对于精神生活的要求也就更高%相应地#对执政者及其政府的期望值也水涨船高%而且#

缘于市场经济所必然造成的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人们对于自身的利益和权利诉求#往往更愿意通过自组

织的公民社会方式来表达%这就给执政者提出了一个从未遭遇的尖锐课题#即相比传统社会#它所面对

的#不再是散在的社会个体+++没有多样的权利诉求#便于管束和治理#而是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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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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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性&多变性和差异性的社会公民#是自组织性的&具有多样化权利诉求的社会公民%由于法律意识和权

利意识的觉醒#他们在人格和精神上更加强大#更加具有活力#甚至有意识地谋求对执政者进行合法的

约制%显然#适应传统社会要求的治理手段#在新社会时代已然失灵%因此#如何对以公民为主体的社

会进行恰当的治理#成为摆在执政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这一课题的严峻性更在于#比起轮流执政的

执政方式#在中国共产党一党长期执政的状况下#执政者面对社会诉求没有制度性的回旋余地'加之党

政合一的政治体制现状#执政者面对尖锐的社会诉求#转寰的余地更显逼仄%我们有时忌讳公民社会#

但并不等于公民社会不存在%公民社会是人类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所必然出现的事物#既

不可阻挡#也不容回避%正确的态度是正视它#研究它#接纳它#利用它%

因此#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执政党表现出极大的政治勇气#果敢地否定了其(阶级主体观)%但在

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利益主体多元分化&利益诉求更趋多样的社会环境下#重回政治性的(人民主体观)

已不可能%面对全新的社会现实#执政党必须重新定位自己的社会主体观#重新定位自己的执政基础%

这样的探索#首先是在生产关系领域开始的#虽然这不是一种政治自觉%

NLMN

年
N7

月
N8

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3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4中首次提出!(在我国#国营经济

和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

充%国营经济在各种经济形式中起着主导作用#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以及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

要#还必须同时发挥集体&个体等多种经济形式的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根本前提

下#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是我党的一项战略决策#决不是一种权宜之计%)

!

这一政策措施的直接社会效果#是造成了个体经济迅速发展#以及私营经济的重新出现和发展%其

间接社会效果#必然是社会阶层的多元分化#和公民以财产权为先导的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的自觉%在

此基础上#(八二宪法)回归(五四宪法)的人文精神#对公民权利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规定和保护%与之相

应#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到(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再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逐步奠定了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形成的经济体制基础%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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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L7

年代#得益于市场经济的哺育#一些新社会群体#如个体劳动者群体&私营企业主群

体#新中产阶层#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得到了快速发展%尤其是新中产阶层#不仅拥有高于人口平均数的

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更为主要的是领先于其他阶层#拥有强烈的自我权利意识和参政意识%

基于职业的阶层发展的多元化#恰好为执政党社会主体观由(阶级主体观)向(公民主体观)的转型

提供了绝佳契机%因此#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

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

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

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要团结#

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努力形成全

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报告进一步指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

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

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

贡献%)这样的新论说#就使党的执政基础一下子变得宽阔起来%显然#执政党以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

农阶级为根本力量&把社会各阶层聚拢在党的周围的(公民主体观)#也逐渐清晰起来%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观#以及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

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

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

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观点'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的目标#标志着执政党(公民主体观)的思想体系日渐成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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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4#载人民网(法律法规库#国务院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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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
!

论

纵观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体观变迁的三大历史阶段#可以发现#这一社会价值观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

定的漫长过程#即从第一阶段的以多阶级联合的人民为主体#到第二阶段的单纯依靠工人阶级"无产阶

级$#再到第三阶段突出(公民)的&以最广泛的社会阶层为主体%表面看来#通过第三阶段对于第二阶段

的否定#似乎又回到了第一阶段这一原点%但深层次看#第三阶段的社会主体观与第一阶段又有不同%

因此#这是螺旋式更替而不是简单的重复和轮回%

第一阶段#执政党虽然以人民为主体#但从执政党的视角来看#人民主要是被作为党所依靠的力量

来看待的'党作为先锋队#是人民的领导者和指导者%因此#人民之于执政党#居于从属性和被动性地

位%在那样一个百废待兴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的总体目标#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为具

体的&(人民)的一分子的社会个体的利益和权利#无从成为执政党在政策层面所考虑的重大问题%而

且#(人民)属于政治性概念#具有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所以此一阶段党的社会主体观#仍然建立在(阶

级)基轴之上%第三阶段#执政党以公民为主体#无疑是对第二阶段之(阶级主体观)的反拨#同时也是对

于第一阶段无视个人权利之(人民主体观)的超越%该阶段#在党的正式文本中#虽然仍然使用(人民)的

概念#但在这里#(人民)更多的是法律层面的(公民)概念的集合性表达#而淡化了(人民)的政治性&阶级

性和意识形态意涵%(为了推动经济发展#执政党修改了宪法#给不同产权制度"包括私有产权$予合法

性#进而制定了3物权法4#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同时#中国共产党做了一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非

常了不起的事情#那就是容许企业家包括民营企业家加入共产党#参与政权%这使得中共和世界上所有

共产党区别开来#是一个创举%从意识形态上来说#所有共产党都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的%这个

创举更是中国共产党逃离了苏联东欧共产党厄运而仍然继续执政的一个关键因素%这里面隐含着执政

党的真正转型%很简单#在革命时期#共产党必须依靠一些特殊社会力量#但成为执政党之后#应当尽可

能地扩大其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如果不能代表最广泛社会阶层的利益#其执政基础

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郑永年#

67NO

$

此外#在第一阶段#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往往仅只是领导与被领导

的关系#社会处于从属地位%执政党更多的是强调(为人民执政)#而对(靠人民执政)的问题重视不够%

而在第三阶段#党社关系有了较大的调整#社会的地位明显上升#社会具有了能动性%其显著的标志#是

公民的基本权利如私有财产权和社会与政治权利得到了更充分的法律保障#公民参与政治&社会生活的

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大%但是#执政党还需要通过创新民主制度和程序的制度化方式#扩大公民的政治参

与#来落实其公民主体观#保证公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最大程度地激发

公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发挥公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3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4#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目的即在于正确处理党及

其所领导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发挥公民及其社会自治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十八大以来#执

政党重提(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着重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之(四风)#目的也

在于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强化公民的主体地位#夯实执政的社会基础%走群众路线#思路对

头#但运动式整风#路径不佳%原因不仅在于这仍旧是运动式思维#对于解决党的干部的(四风)问题#不

会产生根本之效%以往的类似实践已经反复证明这一点%而且#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四风)问题#尤

其是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其赖以产生的土壤是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干部制度#官僚主义就是任命制的孪

生兄弟%任命制决定了干部的眼睛是向上而不是向下的#干部的心思是在上而不是在下的%所以说#某

种意义上看#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等#不是干部本身的错#而是任命制的干部制度的必然%制度决定行

为#千古不易%谁决定干部的命运#干部就朝谁看%当着任命制变为选举制&干部的评价权交给公民&干

部的命运为公民所掌握&为选票所决定的时候#干部自然会争相走群众路线#此时#也就是官僚主义自然

被扫除的时候%其实#社会主义民主就是最为根本的&制度性的(群众路线)%只有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

度和相应程序#通过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执政党才能实现更为充分的群众路线#也才能真正践行其实

现社会之公共利益的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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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讨论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体观及其变迁#必定涉及其背后的思想理论渊源#尤其是党的主要领

导者个人的思想主张%一定意义上#这甚至是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应当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予以

探讨和揭示%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文作出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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