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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展、政治文明的

李安增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政治现代化问题。然而，政治现代化不是一
就必须了解它与政治发展、政治文明等诸多概念相互之间的关系。惟有如此，才能
层次的问题对待，从而加速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 

  一、政治现代化的内涵界定 

  现代化首先意味着经济高速的持续的增长，但现代化决不等同于工
代化，它是由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城市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生活方式
管理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这八个基本系统组成的。”［1］（P2）其中政治
家现代化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政治的现代化。 

  政治现代化是一个目标感特别强烈的概念，它出自比较政治学，是一
角度分析了政治现代化的三条标准：第一是结构分化，在现代政体中，存在
政治体系的能力主要包括四种：提取能力、分配能力、管理能力和象征能力等；第三是世俗化，
文化发展的尺度［2］（P180-181）。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亨廷顿认为，政治
异化和参政的扩大化等三方面的主要内容［3］（P32）。对于发展中
保政治秩序稳定的基础上实现政治民主，是衡量其政治现代化的重要
“社会现代化在政治层面或政治领域的体现，它是指传统政治体系向
（P10） 

  总之，政治现代化是指随着经济和社会其他方面的现代化所引起的
过程。具体来说，是指从传统社会(农业社会)中的传统型政治体制和政治
法和技术、政治心理和情感、政治价值和观念，转变为现代社会(工业
结构、政治行为和手段、政治心理和情感、政治价值和观念等。政治体制和政治
担许多政治功能的少数综合性结构体，分化为许多各自相对独立的专门
构、司法机构、政党、社会团体等，这些子结构各司其职，彼此之间
和手段由传统社会以政治统治和阶级斗争为核心转为现代社会以社会
和技术由强制性、暴力性政治和行政手段为主导转化为自愿性、和平性政治和法律手段
感由传统臣民式转化为现代公民式。政治价值和观念由传统等级、特
等和民主式的代议制。 

  二、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展 

  （一）政治发展的内涵界定 

  政治发展的目标感没有政治现代化那么强烈，但“也是一个带有
度似乎比政治现代化要长”［5］（P924）。究竟何谓政治发展?专家
治发展等同于政治现代化，就是从传统政治社会向现代政治社会的过
是政治系统对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环境变化所作出的一系列相互关系的反映；亨廷
导向政治现代化的积极发展，也包括着同现代化目标相悖的政治衰败
发展是在独立民族国家形成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体系的合法化、民主化和
程。”［6］ 

  笔者认为，所谓政治发展，主要是指政治系统从不发达走向发达
容是从非民主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变迁过程。对政治发展的理解至少
是人类政治生活始终面临的基本问题。政治发展是在历史进程中政治
治发展各个国家都需要政治发展，都面临如何推动政治发展的问题。其三，政治
种形态，即“政治革命和政治变革”。其四，政治发展有积极发展和政治衰
环节，也包括停滞倒退环节，但从整体上看，政治发展的大方向与社
个角度看，政治发展的结果就是政治的现代化。 

  （二）政治现代化是政治发展的特定阶段和必然要求 

  首先，政治现代化是政治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政治发展是人类
历史发展规律的一个方面。它一方面伴随着人类的进步、文明，另一方面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在政治上所提出的要求，
化、思想观念的发展相合拍，使社会发展从传统过渡到现代。 



  其次，政治现代化是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台湾学者陈鸿瑜指出：
系统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其结构渐趋于分化，组织渐趋于制度化，人民的
等，政治系统的执行能力也随之加强，是一种世界性潮流。并能度过转变
成一种连续现象。”［7］（P30）政治现代化就是一个革命性的过程，在
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活方式的激烈改变，巩固民族独立，强化政府职能，建立政治
“高度政治人”创造必要条件。 

  （三）政治发展为政治现代化开辟道路 

  政治发展为政治现代化提供安定的政治环境。政治发展带来了政治
种给定政体的稳定都依赖于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相互
有别于传统政体就在于它的政治参与水平,而发达政体之有别于不发达
［3］（P73-74）正是基于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制度化水平,亨廷顿区
力夺政体是指在制度化程度相对较低的政治体制内,社会力量借助它们
政体；而公民政体则相反,是制度化程度高而参与程度低的政体。显然
这是因为在强化和维持制度的前提下,渐进、适度地动员社会,更有利于避免政治衰

  政治发展有利于制度创新。在现代化过程中,如果传统制度尚未被破坏
势力。如果传统制度已经被严重破坏,就应及时推进制度创新。制度创
到特权领导人个人身上,这样,制度创新就会遇到严重阻碍,因为特权领导
传统制度严重被破坏的发展中国家,强有力的政党组织是克服腐败的集

  政治发展有利于提升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提高政治体制在现
应现代化的进程作出相应的变革，避免出现那种迅速的、根本性的剧
要求面前，发展中国家政治机构有足够的能力来吸收和同化这些要求，使其逐
当然，政治发展并不是限制政治参与，而是要控制政治参与。参与并
味着政府通过使人们“卷入”政体对人们进行控制。亨廷顿甚至认为
也同样可以采取不民主的形式。关键在于目的，在于控制和秩序，因

  三、政治现代化与政治文明 

  （一）政治文明的内涵界定 

  马克思1844年11月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政治文明的
义政治文明”作为一个创新概念，最早是由江泽民明确提出的。在2001
志座谈时指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
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起
本目标。 

  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人类社会在政治领
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对政治文明的理解，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对自己以往政治生活和创造的肯定、自省，描述和概括的是历史上发
现象。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互
动态的现实的范畴。政治文明既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也是一个现实的范
现实进程。动态性是政治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第三，它是一个规范
表明着人们创造未来政治生活的目标和努力，描述和概括的是一定政治价
步的不断追求。第四，进步性是政治文明的最本质特性。政治文明的
进步、消极内容的否定，如政治黑暗和政治腐败，一开始就不作为政治文明的

  （二）政治现代化是政治文明发展的方向 

  在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引起国家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以及政治生活方式等的
代化的政治发展所要求的是政治系统的整体性、协调性、次序性、合理性的
转变。如同政治发展一样，政治现代化是世界性的、全球性的政治现
治现代化的结果将逐步形成一种新的全球主义治理轨道上的体现人类
政治文明既不是地区性政治文明的扩张，也不是某一些国家对另一些
文化内涵集合的各个地区性、国别性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 

  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政治文明。从生产力和技术发展的角度可以
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人民当家作主
善党的领导、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增进
现动态政治稳定等六大战略目标［8］（P8）。从传统政治文明走向现
程。没有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现
化。 

  四、政治体制改革是达成政治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采取何种方式来实现政治现代化是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事实上，世界上
坐标，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搞一种普遍化的政治现代化发展模式
终也是要碰壁的。成功的政治现代化模式往往依据一定历史、社会、文化
变和现实运动的交融中逐步生长起来。不同的国情，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具体途
治现代化的实现只有通过政治改革。 



  （一）理顺党政关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理顺党政关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要着力解决的首要问题。十三大以后，各
重叠对口的职能部门，大量事务性和行政性的工作开始由行政部门和
弊端的第一次攻坚，目的是想理顺党政关系，切实解决党政不分、党委
限，特别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根本转变的制约，使得这次攻坚
矛盾的“内耗”现象比较普遍，从而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效率，加大了党的
生了政治风波，国际上发生了苏东剧变，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
统中，“党政分开”销声匿迹，甚至连“党政关系”的字眼也刻意回避，
“党政合一”的倾向。这样，对党政关系问题的探索和改革，就走到了一
行，但“党政分开”似乎也不行。但是，如果因此就得出中国不再进
制改革理论走向的简单解读。中国第三代领导人出于稳定的需要不再
端没有深刻的认识，而是转而从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入手来理顺
治国的方略，十六大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对于推
用。而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这些认识高度概括为“科学执政、民主
系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在中国现实的政治条件下，从这个角度进行党政
措施，使其具有可操作性，落实到行动层面。 

  （二）人事制度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两个重要

  从干部人事制度来说，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下”和“出”的渠道不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机制不够健全，尤其是对关键岗位和关键人的
理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继续
察、任前公示、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全委会投票表决、党政领导干部
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实绩考核评价标准；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职务

  从行政管理体制来说，主要存在着层次过多、职能交叉、人员臃
《决定》提出，要围绕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整合行政资源，加
进行政体制改革；要依法行政，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实现政企分开、政
管理经济活动，集中精力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

  （三）进一步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建立健全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问题作了深刻
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如，建立和完善巡
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述
度和经济责任审计制度，依法实行质询制、问责制、罢免制；加强对
的纪律检查体制，全面实行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等。 

  （四）进一步深化选举制度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