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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键在于科学执政。科学执政需要深入认识执政规律，
总结执政经验，完善执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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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是一门科学，坚持科学执政，要求正确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建
设的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把执政建立在更加自觉运用规律的基础上。强调党代表工人
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
民的理念就要建立一套不断完善的制度和科学的方法。 
第一，深刻认识一般执政规律的重要意义 
一般执政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政治领域的集中表现，是任何阶级或政党掌权
执政都必须遵守的客观规律。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般执政规律有两个层面：一是生
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
的矛盾运动决定着社会性质的变化和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二是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
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推动社会变革和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民心向背始终是决
定政权兴衰的根本因素。共产党执政要顺应一般执政规律，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政权才
能更加巩固。 
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必然趋势，也是和历史上其他时代执政既有相同点，
又有着完全不同理念的具有自己特点的一种特殊执政方式。历史上各个时代的执政一般都
是为了维护社会上层阶级的特权和利益的执政，而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是代表着最广大人民
群众根本利益的执政，是和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相一致的，能够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
任和支持的政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顺应并遵循了一般执政规律，所以能够取得国家政
权。 
第二，总结并运用好党的执政经验，使执政方式更加科学化 
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行动的指南，它和各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就会产生巨大的威力。
回顾我们党半个世纪的执政历程，总结我们党长期执政以来所积累的主要经验，对把握和
灵活运用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基础有着深远的意义。 
在建立新中国的坎坷道路中，毛泽东围绕我们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主题，坚
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取得了探索执政规律胜利的第一步。
这就是推翻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在七大上，毛泽东总结并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长
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
评。在从革命战争向和平建设时期根据形势转变的需要，又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著名论
断，要求全党同志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这些论断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特殊规律的深刻思考和正确认识。 
邓小平同志在推进党和国家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中，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



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教训，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系列基
本问题，指出必须坚持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出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就
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出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地更快
一些，要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
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要顺应时代发展，与时
俱进，继续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
治国相结合，坚持人民当家做主等重要思想，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深化了对这个规律的认识。这一重要思想创造性地把党的建设和同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
善和发展，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任务联系起来，为我党治国理政提供了科学的
行动方针，标志着我们党对一般执政规律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特殊规律认识达到了一个新
的历史高度。 
胡锦涛同志为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按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坚持党要
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在全党开展了以邓小平理论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
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重要举措，加强了党的自身建设，为广大党员更好
地在实践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夯实了基础。党在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为重要指导思想，以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以建设
高素质高部队伍为关键，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以加强党的基层
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为基础，以鲜明的时代特点，把握规律性，创造性地在提高党的执政
能力建设上积极探索，科学执政，不断深化对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使党的执政能力不断
增强。 
第三，科学执政需要一套不断完善的制度，并借鉴其他各国政党的执政经验 
执政必须在一定的制度和体制框架内进行。体制与制度共同构成执政的制度框架。一切执
政活动能否正常进行以及效率如何、效果如何，首先取决于制度和体制的设计是否科学、
合理，运转得是否顺畅、灵活、高效。也就是说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
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首先，在党的自身建设上，胡锦涛同志通过在全党进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加强
了党的先进性建设这一基础性工程，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了正确方向和科学理
念，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始终做到与时俱进。对党的建设，邓小平同志也特别强调，“在
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他反复强调，民主集
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永远不能丢，要充分发扬民主，实行正确集中，防止个人专
断和极端民主化。要不断完善党规党法，要使党内生活制度化。他还提出，党要管党，从
严治党。党要一管党员，二管干部，首先要管好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 
在新时期，为了完成党委担负的各项任务，邓小平同志着力抓了政治体制改革，并强调指
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及“党政要分开，党委应该只管大
事，不能管小事。”他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精简机构，简政放权，提高效率。在党政分
开上，应该强化执政党的中间环节角色，淡化执政党的权本位意识。邓小平同志坦言，
“在干部能上能下这一点上，我们不如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能上能下的。”欧
美大多数国家及日本都属于党政分开的类型。在这些国家，党政分开首先表现在党和政在
组织机构上是分开的：其次在履行的职能上也是分开的。政党人员一旦进入政府，就会弱
化党员角色，更加突出政府官员角色。 
科学执政需要强化对政党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执政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开展活
动，并接受党内外的监督。有些国家就颁布了关于政党专门的法律。如联邦德国1967年制
定通过的《政党法》是世界上第一部专门规定政党制度的单项法典，制定这部法典的目的
就在于便于国家对政党活动进行监督。科学执政，掌握并创造性运用好执政规律，是加强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课题。一个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如何，取决于它尊重并自觉运用执
政规律的程度，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以更大的包容性来面对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的大环
境，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大胆借鉴国外政党执政的有益经验，增强驾驭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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