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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过程中 ,利益群体逐渐成为影响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新变量。基

于此 ,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同时, 利用自身的组织资源,不断优

化和创新执政党与各利益群体之间的社会联结。其中对新兴利益群体成员的/ 政治吸纳0和对新兴社会组织

的/ 组织覆盖0是最重要的两项策略。这种适应性变革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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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分化, 多元利益群
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和矛盾日益成为社会常态。这

一变革对执政党的利益代表、利益吸纳和利益整

合机制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本文力图在解读

这些新挑战、新要求的基础上,探寻执政党与利益

群体之间社会联结机制的适应性变迁, 以及这种

变迁的政治意蕴。

  一、政党与利益群体的关系及政党在群体利
益表达中的角色

  政党与利益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马克思主

义认为,政党是特定的阶级、阶层、群体、集团利益

的集中代表,它的存在和发展必须得到某些阶级、

阶层、群体、集团的支持,而获得支持的前提条件

是该政党实践他们的利益要求。因此政党在现实

政治过程中总是扮演着表达、传输、整合和维护特

定利益的角色。政党往往只有得到民众基于自身

利益判断的支持才能获取和巩固执政地位。就西

方社会而言,政治选举是政党与社会利益之间发

生关联的基本机制。政党为争取选民的支持,将

选民和党员的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诉求,通过特

定的程序和渠道,收集汇总起来,整合成系统化的

竞选方案, 而后直接执掌政府权力或者向政府施

加有组织的压力, 从而形成对社会利益诉求的实

践。然而, 西方政党在选举过程中除注意普通选

民意见外, 还与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利益团体存

在着紧密的连带关系, 二者往往会形成复杂而频

繁的互动。金融财团、垄断性公司和企业、大的行

业组织、有实力的工会组织等利益团体提供的财

力、人力等支持是政党上台执政的重要支撑。而

这些利益团体的利益也往往会在政党上台执政后

受到关照。可见, 西方社会的政党和利益团体虽

然是不同的组织实体, 但二者的互相借用构成了

群体性利益输入政治过程的重要机制。

中西方政治运行的体制背景存在较大差异,

政党在实践社会利益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并不

相同。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即明确了其政党的

无产阶级政党性质, 是为/多数人0利益服务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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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政党。在社会转型

过程中,党在坦陈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代表最广大

人民根本利益的同时, 也在决策过程中面临着必

须平衡和关切不同社会群体具体利益的问题。虽

然中国政党政治的运作逻辑不同于西方,中国共

产党的执政地位并不存在西方式选举政治的压

力,也不受体制外利益团体的影响,但由于执政党

及其各级组织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公众对

其吸纳社会不同意见、协调群体利益差别的功能

有着特殊期待。在当代中国, 执政党在群体性利

益表达和协调中被赋予的角色期待主要表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

第一, 执政党的核心领导层应该正视群体利

益差别的客观存在并及时了解不同群体的愿望和

要求。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社会利益

结构的群体性分化明显,这使得执政党面临着平

衡不同群体具体利益、特殊利益的问题。就目前

中国的政治框架而言, 由于社会群体力量自主表

达、利益游说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空间都不同于西

方,居于核心地位的执政党是整个国家政治生活

的主要组织者和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从一定意义

上讲, /各个利益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共享. 一个政

治代表,各个群体的利益、愿望和要求都通过一个

政党来表达。在这种情况下, 势必要求执政党有

广泛的包容性, 能够容纳不同利益。0 ¹ 这种特殊
的政治生态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主动了解、体

察不同社会群体的愿望和要求, 这是执政党巩固

执政基础,拓展合法性资源的必然要求。

第二, 执政党的组织体系必须能够适应社会

群体结构的变化, 从组织上建立与主要社会群体

的联结和沟通机制。从世界范围来看, 政党的生

命力在于与它所代表的民众之间形成良好的沟通

渠道,对其代表对象的利益要求具有敏感性。除

与利益团体的政治接触外,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党

对没有固定组织和机构的分散社会群体也给予了

必要的关注,如政党与选民互动的/接待选民办公

室0便是政党倾听和了解民意的主要方式。中国

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政党,

党的组织体系呈现出由上而下、逐级向外围延伸

的组织结构。改革开放以来, 尽管社会自主空间

有所扩展, 执政党对社会事务进行直接管控的模

式逐渐发生变化, 但党的金字塔式组织网络并没

有受到削弱。各级和各类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不

仅承担着自下而上传递信息的功能, 而且具有对

信息进行接收和处理的职责。也就是说,党组织

要把党员、群众和下级党政机构提供的大量信息

进行整理、加工, 然后逐级向上级组织传送,直至

中央决策中枢。由于党组织是影响国家各个层次

政治过程的关键力量, 社会各相关利益群体都具

有向这个组织结构表达意见、传递利益需求的传

统。因此, 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群体结构的分化

组合, 具有严密组织体系的各级党组织必须坚持

/群众路线0,承担起大量的、经常性的利益传输功

能,从而使全国方方面面的意见传递到政治决策

层。

第三, 执政党的决策机构必须将不同群体的

合理要求吸纳进决策过程中, 将考量、平衡社会群

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作为执政行为的重要组成部

分。政党在群体利益表达中的角色并非是简单

/传声筒0。作为执政党, /共产党一要及时、准确

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愿望和要求(包括引导人

们增强这方面的意识) ,二要代表人民对国家权力

机关的构成、政策和运作施加影响。0º 也就是说,

政党必须在联系和了解社会群体不同利益诉求的

同时,对民众的意见加以综合,并最终形成具有影

响力的政治决策。在西方社会, 政党的决策必须

通过党在立法机构和政府中的代理人才可能最终

实现。在中国, 执政党与政府在政治过程中拥有

/一体化0运作的特征, 党在各个政府层级都具有

实质上的决策权, 尤其在涉及社会利益关系调整

等政治性决策方面更是如此。在当前社会利益结

构分化的状态下, 执政党的决策制定过程常常就

是对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进行决策,转为国

家权威性政策的过程。虽然当今中国利益团体的

组织发育状态和影响能力都远不及西方的利益团

体,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强势利益群体影响政

党决策的可能性逐渐增大。作为具体进行决策的

领导干部, 在决策过程中必须在各群体面前保持

中立地位, 综合考虑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和社会

公众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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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对新兴利益群体成

员的/政治吸纳0

  任何政党都离不开社会民众的广泛支持, 成

熟的政党会不断加强与社会各类群体之间的联

系,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作为执政党,更是必须

根据政治情势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利用组织的力

量争取更多社会力量的支持。

1949年建国以后, 中国共产党党内成员的主

体相当长时期是由农民、工人、干部群体构成的,

这一状况与政党的阶级性质以及所谋求的阶级基

础、群众基础是一致的。然而伴随着改革开放进

程的推进,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

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 社会分层发生巨

大变化,新的社会群体逐渐形成。譬如,与新经济

形式的发展相联系, 中国社会涌现出民营企业主

群体、民营企业从业人员群体、个体户群体、中介

组织从业人员群体等新兴利益群体。调查结果表

明,这些新兴群体的构成成员,多数都拥有较多的

知识、经济以及其它社会资源,构成了社会的知识

精英、技术精英和经济精英,因而他们具有潜在的

社会影响力。对于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

产党来说,如何在巩固阶级基础的同时,正视社会

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并掌握大量社会资源的新生

社会群体, 这是执政党不能不考虑的一个重大课

题。亨廷顿在研究世界各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中

发现, /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制度必须具有将现

代化造就的社会势力吸收进该体制的能力。0 » 对
当前中国的情况而言, 执政党必须把各社会群体

的精英分子吸纳进党组织,尊重其所属群体的利

益诉求,只有这样才能使新生社会群体从/权宜

性0的政治认同转变为利益性的、价值性的政治认
同,从而增强执政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面对新时期社会结构和政治情势的变迁, 执

政党经过上世纪 90年代一段时间的讨论, 主动调

整了党员吸纳的策略, 开始吸纳非公有制经济组

织、社会中介组织中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

2001年7月,江泽民同志在建党 80周年讲话中明

确提出, /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
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

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

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

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0¼

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也强调了要发展各阶

层、各群体的优秀分子入党。由此可见,随着社会

利益关系和群体结构的变化, 党组织对非公有单

位中的先进分子以及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主敞开

了大门,新兴社会群体入党的合法性从党的文件

上得到了确认。从实际情况来看,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 私营企业家中的党员数量已逐

年增加。从 1993 年到 2002 年, 中国登记的私营

企业户由 23. 8 万户增加到 243. 5万户。1993年

第一次对全国私营企业家的抽样调查显示,党员

的比例是 13. 1%。至 2003年的/中国第五次私营
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及分析0,党员的比例已上升到

29. 9%。½ 这充分说明了新兴社会群体中中共党

员数量的增加和执政党吸纳策略的成功。

执政党的这种策略转变以及近年来的不断推

进具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它可以提高聚合和吸纳

各群体精英分子的能力,另一方面它还可以在党

组织搭建的平台上, 促成群体利益矛盾在组织内

部的协调,避免社会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公开化。

如许多地方的党组织通过党内座谈会或其它方式

起到了协调民营企业主和普通职员利益矛盾的作

用。因此说,党组织对新兴群体的政治吸纳对增

进各阶级、阶层和群体的互相了解和沟通,减少误

解和偏见, 保证政策的科学制定和落实是大有裨

益的。总体来说, 近年来在新兴利益群体中发展

党员,加强了党对体制外社会群体的凝聚力、渗透

力和影响力,并为新兴群体的意见表达、利益协调

提供了组织化渠道, 从而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

但必须注意的是,由于结构的和操作上的原

因, 新兴群体成员入党的精英化色彩比较明显。

目前,社会精英分子在资源分配方面影响力甚大,

利益矛盾的解决很大程度上要协调精英分子和大

多数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把社会精英分子

从组织上吸纳入党, 无疑有利于党组织利益协调

功能的发挥,但必须认识到新兴群体成员的入党

动机也是复杂的。新兴群体成员最基本的入党动

机是对执政党的政治理念认同, 力求置身于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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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领导之内,追求政治进步。同时,新兴群体成员

入党的现实考虑则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众所周

知,在当今中国政治中, 执政党是影响政治、经济

和社会资源分配的核心力量。新兴社会群体成员

靠近和进入体制则可以借助党的权威地位,增加

直接的政治资本和经济上的发展机会。如对民营

企业主来说,入党可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这是

保护其经济利益的重要途径, 更是获得党和政府

资源支持的有效办法。因此, 如果对新兴群体成

员入党政治标准把关不严,也可能会在党内形成

一个代表特殊利益的集团,使一些地方的党组织

变成维护强势群体利益的工具, 这是党对新兴社

会群体成员进行/政治吸纳0时必须警惕的。

  三、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在新兴社会组织和

社会领域中的/组织覆盖0

  基层组织是政党联系社会的触角, 这些散布

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党组织既是党的基本细胞, 也

是政党组织、动员和整合社会的重要工具。从政

治沟通的视角来看, 基层党组织一方面担负着宣

传党的政策主张, 贯彻和动员社会成员完成党制

定的任务的功能; 另一方面它们还是向上级党组

织反映社会成员愿望、要求和呼声的组织渠道。

从2000年以来,执政党正在进行政治战略的调整

以适应新的社会形势, 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

新社会组织中着手建立和完善组织机构,对新的

社会领域进行/组织覆盖0。¾2007 年中国共产党

十七大新党章规定: /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
院所、社会组织、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

位,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

基层组织。0 ¿ 2009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则提

出,要/在以地域、单位为主设置基层党组织的基
础上,按照便于党员参加活动、党组织发挥作用的

要求,探索完善基层党组织设置形式,推广在农民

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产业链、外出务工经商人

员相对集中点建立党组织的做法, 抓紧在非公有

制经济组织建立党组织,加大在中介机构、协会、

学会以及各类新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力度。À

/组织覆盖0遂成为除/政治吸纳0之外, 适应利益

群体兴起的另一项重要策略。

第一,在社会团体、民办非企等民间组织中建

立党的基层组织。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新兴民

间组织的发展呈现激增态势。以这些民间组织为

载体的社会群体在推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产生

了本群体的特殊利益诉求,并表现出较高的政治

参与热情。这一变化引起了执政党的高度重视,

秉承/支部建立在连上0的政治传统, 党着手把党
的基层组织发展到这些组织之中。从作用方式来

看,执政党在这些民间组织中发展组织,主要采取

了组织覆盖、组织费用投入、组织帮助等, 而最通

行的做法就是在非政府组织中加强党建工作, 扩

大组织覆盖面。1998年,中组部、民政部发布5关

于在社会团体中建立党组织有关问题的通知6,要

求经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原有社会

团体经清理整顿换发新的证书)的社会团体,其常

设办事机构专职人员中凡是有正式党员 3人以上

的,应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目前这类社会组织中

的党组织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已初步建立起来。这

些基层党组织, 除了政治动员和贯彻中央政策之

外,事实上还有责任向上级部门反映其团体利益。

从组织结构和制度预设上看, 基层党组织在发挥

职能时,可以使多元化的社会利益以组织化的方

式转化为党组织内部的不同声音。

第二,在非有公制经济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是对党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提出的新课题。执政党虽然有长期领导公有制经

济的经验, 但对如何处理与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

主群体的关系还处于探索阶段。为适应形势的发

展,执政党组织扩大了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组

织覆盖力度。2000年中组部发布5关于在个体和

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加强党的建设的意见

(试行)6, 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中党组织的职责和
地位。党的十六大以来,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

取得了很大成绩。根据中组部的统计, 截至 2006

年底, 全国非公有制企业中共党员达 286. 3万人,

其中,有 81 万名中共党员来自个体工商户。从

2002年至 2006年,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数量

由 9. 9万个增至 17. 8 万个, 增长 79. 8%。Á 这个

数据表明,近年来党组织的覆盖面不断扩大。关

于非公经济中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 十七大新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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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规定,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的基层组织,

贯彻党的方针政策, 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

法律法规, 领导工会、共青团等群体组织, 团体凝

聚职工群众,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健康

发展。0Â然而,不可否认, 非公经济中党组织的地

位与公有单位中党组织的地位仍存在较大差别。

在非公经济中, 党组织的影响力和活动范围事实

上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企业主的态度, 而且党组织

参与企业决策、进行组织活动、实现监督的空间等

也受到限制。但党组织依靠自身的组织网络体

系,在反映企业情况、沟通信息、协商关系、拓宽民

营企业主政治联系渠道等方面可以发挥自身的优

势,并可在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为私营

企业主排忧解难。甚至在私营企业正常经营和发

展遇到难题时, 企业党组织会起到积极沟通各方

的作用。

第三,在新型社区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扩大

党组织工作的覆盖面。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执

政党的基层组织主要按生产单位建立, 党在生产

单位中的支配地位和人们对生产单位的高度依附

性,使党的基层组织具有极高的影响力和社会组

织能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原先在社会经济生

活发挥重要作用的/ 单位制0逐步解体, 大量社会

成员脱离了原单位组织变为社会人。这种变化对

执政党领导社会和动员民众的传统方式造成了挑

战,因而执政党需要寻找整合基层社会的新组织

途径, 其中对新型居民生活社区的党组织覆盖成

为一个重要的环节。2004年中组部发布5关于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6。

要求/及时调整、健全社区党组织。凡有 3名以上

正式党员的社区,都要单独建立社区党组织。05意

见6还明确规定社区党组织要/着眼于社区群众多
层次、多样化的需求,特别是群众最关心、最急需

解决、通过努力又能够解决的问题,开展面向社区

群众的便民利民服务,尤其是要会同有关部门,开

展面向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服务, 面向困难群

众的社会救助和福利服务,面向流动人员的维权

服务等, 为社区群众排忧解难。0 �lv 这样可以使基

层党组织通过嵌入社会的方式去代表民意,并整

合不同群体的利益要求,从而将矛盾与意见化解

在基层。当前, 党组织在新型社区依靠其庞大的

组织资源已成为聚集各社会群体的重要力量。但

基层党组织联系群众的工作程序与激励机制仍然

需要改进。有效的民意调查制度、民意反馈制度、

利益协调机制, 及时倾听群众意见的制度等仍然

需要规范。

  四、结论: 执政党与利益群体联结机制的适应

性变革以及政治发展的中国特色

  如果说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是将社会力量纳入
到一元化的控制体系之中,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经

济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就是将高度体制化的

社会力量又释放了出来。由于具有不同利益取向

的社会群体向政治结构反映和输入意见的倾向日

益显现,政治结构必须不断进行制度优化和适应

性变革,构建有效的民意吸纳机制。中共十六届

四中全会公报提出, 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这一提法

反映了新形势下执政党执政观念的适应性变革。

从实践来看,中国共产党在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社

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同时, 采取了主动的政

策调整与优化, 其中对新生群体成员的政治吸纳

和对新兴社会领域的/组织覆盖0是最为明显的适

应性策略。

西方社会甚至学界长期将选举政治或政党竞

争作为衡量政治发展的指标, 一些国家还将多元

利益群体的共存以及利益团体的强大政治影响力

当作政治发展的必然。中国与西方多元体制下社

会力量所拥有的中心地位不同, 执政党和国家机

制仍是政治过程的主导,国家权威决定了社会力

量发挥作用的形式和范围。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执

政党与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缺乏经常性的、制度化

的联结机制。事实上, 执政党一直在适应政治经

济环境的变迁,探索着吸纳、联系和代表不同社会

群体的政治策略与制度安排。在转型期的中国,

利益群体的理性化程度和自组织化能力尚待发

展,而执政党则具有积极联系社会群体的政治传

统和完备的组织体系。这一特征使得党组织在吸

纳和协调不同群体利益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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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可以说, 党组织适应性地优化其联结社会

利益群体的策略,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社会发育相

对滞后的不足。总之, 执政党社会联结机制的有

效运作,无疑是一项既有利于政治稳定又能适应

社会发展需要的便宜制度安排, 更是中国特色政

治发展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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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djustment of Bonding Mechanisms between the

Ruling Party and Interest Groups in Transitional China

Zhang Yaze

Abstract: With the change of social struc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terest groups are growing

up. They are increasingly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CPC) claimed to represent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the interests of society

as whole and long- term interests of society. At the same t ime, CPC found some new strategies to innovate

its social bonding mechanisms. The new strategies include recruiting party members from new interest

groups and setting up the Party. s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in emerging social organization. These adaptive
changes are component of polit ical development mode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terest groups of china; political development mode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 ics

102

南京社会科学                              2010 年第 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