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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共和国的精神就是和平和宽容。”（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13

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共和国的政治理论并不否认差异和冲突，关键是要采取和平的手段来解决

差异和冲突。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同时认为国家具有缓和矛盾冲

突的职能，恩格斯指出，为了使“这些利益互相冲突的阶段，不致在无谓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

就要有一种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就是国家。这种力量应该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

范围内。 

  社会主义国家与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不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全体人民没有根本的利益

冲突，只有局部利益矛盾，主要是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矛盾，集体与集体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

的矛盾，这些人民内部矛盾更应该通过和平协商的方法解决，让社会更多些协商、妥协、忍让、友

爱、关怀、互利、共赢。这是人民共和国的精髓所在，也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公开透明，适应信息化时代的政治诉求 

  政务活动的公开化，或者称作政治活动的透明度，是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列宁对于民主政治与公开性的关系，曾经作过不少精辟论析。他说，没有

公开性来谈民主制是可笑的。列宁还从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上论证公开性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指

出，这个政权对大家都是公开的，它当着群众的面办理一切事情，群众很容易接受它。新政权是绝大

多数人的专政，它完全靠广大群众的信任，完全依靠不加限制地、最广泛地、有力地吸引全体群众参

加政权来维持的，丝毫没有什么隐私和秘密。人民共和国是人民的政权，它大公无私，光明磊落，没

有任何东西向人民群众隐瞒，因此应该在最大限度范围内实行国务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当代信息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使人们视野瞬间扩大，智力流动大大加快。信息技术革命、网络

时代的到来，不仅为人们的经济生活带来巨大变化，例如有人提出人们在网上无偿享有经济信息

是“礼品经济”，而且对人们的政治生活带来巨大变化，为适应这种变化，各国政府提出扩大公开性，

实行电子政务、阳光工程等。有的人把阳光工程看作反腐倡廉的“防腐剂”，把阳光工程比作“灯泡效

应”，意思是马路上安装灯泡其治安作用胜过巡路警察。 

  近年来，为适应信息技术时代的政治诉求，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电子政务建设。江泽民同志在党的

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

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确保权力

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推行电子政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我国网络基础设

 



施已经形成规模，重点业务系统正在有序推进，政府的社会服务水平大为提高。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国的政权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前面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很艰

巨。我们一定要深刻把握人民共和国的制度特征的本质要求和发展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发展道路，进一步把人民共和国的制度建设推向前进。 

  （作者：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市政治学行政学学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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