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返回首页 各期目录 各期文章

文 章 搜 索

 

   文章标题 搜索

 

治权能力的结构探析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编辑部 发布时间：2007-5-14 阅读：169次

何克祥   陈相明 
 [摘要]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须提高党的治权能力。即：处理党政关系的能力、处理中央
和地方关系的能力、处理集权和分权关系的能力、正确使用国家暴力机器的能力、有效防
止权力滥用和误用的能力、平稳交接权力的能力、合理分配（配置）权力的能力、公正高
效执行权力的能力以及有效监督制约权力的能力。 
 [关键词]   治权能力；   执政能力；   权力配置；   权力监督 
 [中图分类号]   D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7）09-001
8-02
治权能力指的是执政者掌握运用和监督制约公共权力的本领。在当今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
能力建设的语境下，治权能力主要指的是中国共产党科学运用、行使公共权力和严密有效
制约公共权力的能力。治权能力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决定其执政地位和执政命运
的一项关键性和基础性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集中体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须提高党
的治权能力。因此，研究党的治权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就党的治权能力的结
构作一初步分析。 
(一)处理党政关系的能力。在国际共运史上，执政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关系问题一直困扰着
各国共产党人，是一个至今未能很好解决的课题。从列宁创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开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都是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的，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党
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和方式很自然地延续了下来，在“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制度化
合法化了。然而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带来了党政机构重叠、效率低下、过度集权等
诸多弊端，党的组织忙于日常行政事务导致党的干部脱离群众、党不管党以及扼杀社会活
力的危险。处理党政关系的实质就是合理确定和划分执政党的权限与政权机关的权限，在
这种特殊的执政方式下两者的权限存在一定的重叠和交叉是不可避免的，但各自大致轮廓
必须清晰。处理党政关系的能力的基本要求是尽量发挥党对国家政权和整个社会的领导作
用、减少直至退出对具体事务的干预，这项能力与共产党执政共始终，对巩固党的执政地
位具有重要影响。 
(二)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能力。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能力是任何一个国家中央政权必须
拥有和增强的一项重要能力。而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这项能力具有更特殊的意义。上世
纪80年代前，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基本上都是按
照前苏共的模式进行的，即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基本上是中央集权、地方
无权，地方只能按照中央的指令指标行事。这种模式对医治战争创伤、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和稳定社会秩序以及打破国际资本主义封锁等方面起到了积极而重大的作用，但其负面效
果随着时间推移也日益凸显和严重起来，它严重扼杀了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弱
化了社会活力，绝不能作为常态持续下去的。因此，包括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财
权等内容的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能力便成为执政党需要加强的一项重要课题。 
(三)处理集权与分权关系的能力。集权和分权是任何执政者掌握使用权力都必然会碰到的两
个基本问题。集权和分权是相对而言的，没有离开分权的集权，也没有离开集权的分权，
即没有绝对的集权和绝对的分权。在国际共运史和中共历史上一个特点便是突出强调权力
的集中，正如邓小平曾经指出的：“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很少强



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
社1994年版，第329页)过度的集权是导致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并
最终导致“肃反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等类严重挫折的直接原因。当前，处理集权与
分权的关系主要涉及党员与组织的关系，党的领导干部与党的组织的关系，书记与其他党
委常委、委员的关系，上级党组织和下级党组织的关系等等。 
(四)防止权力滥用和误用的能力。权力滥用是指主观上为达到与公共利益相悖的私利故意使
用权力导致公共利益受损的后果；权力误用是指主观上从公共利益出发，但方式方法错
误，从而酿成严重后果。防止权力滥用和误用对执政的共产党同样重要，防止权力滥用是
为了反对腐败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而防止权力的误用则主要是防止决策失误，保障决策
的科学性公益性。权力容易被滥用和误用，这是权力与生俱来的自然倾向，任何人都不例
外。这一点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早在300年前就明确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
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
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权力的滥用和误用往往成为执政者败亡的重要缘由——这从
中国历代王朝的“周期率”和前苏东共产党的失败都得到了反复证明。显然，防止权力滥
用和误用的能力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意义重大。 
(五)平稳交接权力的能力。公共权力按照权力交接、分配、执行、制约这一过程循环往复地
运行着。权力的交接是公共权力运行的起初环节，决定着权力运行是否平稳并对权力的分
配、执行、制约各个环节具有重大影响。人类的政治实践证明：靠终身制和世袭制，靠执
政者个人的才干和威望是难以保证权力平稳交接的，只有建立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选举制
和任期制才是实现权力平稳交接的可靠保障。因此，权力平稳交接指的是在民主选举和民
主协商的基础上实现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平稳交接，实现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领导层的平稳
交替，交接过程规范化、程序化并保持政治局面的安定团结和社会的稳定和谐。平稳交接
权力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备的重要能力，
也是社会主义中国实现长治久安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走向成熟的必然要求。 
(六)合理分配（配置）权力的能力。任何一个国家的权力总需要一定的分解和配置，交由不
同的机构或个人行使。专制君主认为国家最高权力只能由他（她）一人独掌，臣子只能秉
承君主的意志行事，并使臣子们相互监督，都向君主个人负责；而西方民主人士认为国家
最高权力既不能由一个机构独掌，更不能由一个人独享，必须由三个不同的相互独立的机
构分别执掌，并使这三个机构互相制衡；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家最高权力只能由人民和人
民选举的代表机构统一行使，但可以授予部分权力交由不同的机构分别行使，这些机构都
须由人民的代表机构选举产生并向其负责、受其监督。这三种不同的权力分配思想和方式
都曾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时至今日，科学分配、合理配置权力的能力仍然是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环节，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七)公正高效执行权力的能力。权力的交接重在平稳，权力的分配重在合理，而权力的执行
则重在公正和高效。执行权力是权力实现其本身价值的主要环节，也是日常大量体现权力
存在的主要活动。权力的交接和分配毕竟不是常有的，而权力的执行则是天天都要、时时
都有的日常活动。公正的要求体现公共权力的初衷，更是社会主义国家公共权力的核心价
值之一；高效的要求体现人们对公共权力促进社会发展、增进公共福利的期许，当然也是
社会主义国家公共权力的优越性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首要标志。 
(八)有效监督制约权力的能力。监督制约权力是权力运行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可以
说自公共权力产生以来，对权力的监督就从未缺席过。诚然，监督不能仅仅停留在纸上，
在监督制度设计中必须动员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事实反复证明：没有人民群众广泛参与
的监督，绝不可能从根本上防止权力的腐败和变质。因为没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不管
监督机构有多少，也不管监督制度有多严密，也不管对腐败分子的处罚有多严厉，监督者
和被监督者最终都有可能沆瀣一气、结成利益共同体！由此可见，有效监督制约权力的能
力，主要不会从中国古代的监督经验中获得，而是要切实落实毛泽东同志60多年前与黄炎
培在延安的窑洞中一段对话的思想，即“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在广泛吸收人民群众参
与监督执政党和政府的实践中获得和提高，这一点在今天尤为重要。 
(作者单位：南昌工程学院、景德镇陶瓷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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