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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执政伦理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有着导向、规范和终极关怀的作用。执政伦理

建设是政治伦理化的逻辑必然。加强党的执政伦理建设, 事关党的执政, 事关民族和国家的

未来。加强道德文化建设是执政伦理的基本要求, 加强执政党的道德建设是执政伦理建设的

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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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伦理不仅是政治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础, 也

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价值目标, / 对人类政治文

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

具有导向、规范和终极关怀的意义 / 。112遵循和不

断探索执政规律,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大

工程,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是历史的重托和时

代要求。在此意义上, 作为政治伦理重要组成部

分, 党的执政伦理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

显, 探讨该问题, 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执政伦理建设是政治伦理化的逻辑必然

11 伦理政治传统与政治伦理化。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普遍体现, 是现代政治

生活的主导和主要内容。执政伦理就是从执政视角

切入, 以特定的价值判断标准为依据, 研究执政党

的道德属性和 / 执政党处理政治关系应该遵循的道

德规范和伦理准则0122。

/政治以伦理为基础, 具有道德价值0。132 / 伦

理道德不仅被视为政治的载体和基础, 而且被视为

政治的目的0 ,
142
是政治伦理化的核心理念和逻辑起

点, 而在政治实践中体现作为基本价值原则的伦理

道德, 就成为政治伦理化的表现。人类社会的政治

进程, 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不同历史阶段的伦理价值

理念的政治外化过程。 / 在中西文明史的进程中,

政治建构对于伦理道德的依赖, 一直是个通贯的景

观0。152

/ 伦理政治是一种伦理与政治两类社会要素双

向同化而构成的政治形态0。162政治伦理化是伦理政

治的特质, 这一点在中国传统政治上表现得尤为突

出。中国具有悠久的伦理政治传统, 政治的伦理内

蕴十分明显。从 / 修德配天0 到 / 为政以德0 , 都

体现儒家的伦理政治观。儒家的政治思想是 / 伦理

原则与政治原则混然为一体的, 可称之为伦理政

治0。172在中国传统的伦理政治中, / 政治服从于伦

理, 政治规范道德化0 , 182伦理内在于政治之中, 并

给政治以伦理化的定位。儒家政治思想是其伦理思

想的自然延伸, 体现一种 / 道义至上的倾向, 一种

政治服从于伦理道德的倾向0 , / 儒家的政治选择仍

然是一种所谓的 -内圣外王. 的伦理理想主义的政

治选择0 , 192 / 内在的道德修养与外在的政治伦理,

统一于王道政治0 1102。中国传统的伦理政治, 要求

统治者首先进行伦理的自我约束, 树立自己的伦理

道德权威, 然后实施道德教化。推行伦理道德是

/ 圣人君子的政治使命, 伦理是社会政治之事01112。

/ 受命于天而德者居之0 , 进而 /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0。

当然, 儒家的政治伦理体现的道德温情, 有其

自身的历史局限性。由于伦理服务于现实的政治需

要, 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和以血缘关系为基本

社会关系的宗法家族社会中, 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

更集中地表现为等级森严的社会伦理秩序和完整的

等级伦理规范体系。总之,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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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理道德成为一个贯通各种社会关系、政治关系

的轴心、主线0 ,
1122
伦理关系体系和伦理道德理念

通过政治的伦理, 成化为严密的制度化的政治架构

和政治实践。

在西方, 伦理政治的特质同样明显集中体现在

对国家职能的伦理探求上。苏格拉底强调 / 道德是

城邦政治的基础, 而知识和教育是城邦政治的根

本。01132亚里氏多德认为, 伦理是政治的基础和目

的, / 国家是为全民谋福利, 实现至善至美生活的

工具, 他把实现善看作为国家的目的0。1142在西方

启蒙运动时期, 卢梭从人的 / 善良意志0 出发, 试

图建构以道德为基础的理想政治王国。康德提出

/ 人是目的0 , 他认为, 人类社会是一个道德的整

体, 未来社会是一个按照 / 先验道德律0 的要求,

达到真、善、美之和谐统一的 / 至善0 的理想社

会。现代意义上国家、政党形式的诞生到其制度架

构体系、政治运作原则和方式, 无不贯彻着自古希

腊形成、启蒙运动中成熟的基本政治伦理思想。

21 政治伦理化与执政合法性。

在当今政治话语体系中, / 政治伦理0 和 / 执

政合法性0 或 / 正当性0 是当前理论界的热点。

/ 合法性是对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关系的评价, 是对

权力的认可。01152伦理学的解释和论证是合法性的

根源, 是对 /政治统治和政治行为在价值层面的可

成立性和可辩护性01162最根本的判断标准。

任何一个政党要维持其统治, 必须拥有充分的

合法性资源。/ 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身俱来的0 , 它

是历史的选择, 人民的选择, 最初的合法性是建立

在武装革命夺取政权基础之上。经过五十多年的执

政实践, 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执政资源。特别

是改革开放以来, 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0 的党的基

本路线的确立所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 证明了党的

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在绩效方面给党的执政合法

性打下的扎实的基础, 成为合法性的主要支柱。用

绩效证明执政合法性的作用是有限的。政治实践带

有浓厚的感情色彩, 政治不可能游离于价值之外,

在现代社会中, 政治伦理化的问题和要求无法回

避。/ 合法性的危机是变革的危机。01172当前, 中国

共产党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之上。当今世界, 各

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 世界范围内的政治伦理观的

交锋, 把合法性的辩护席摆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之

上。面对西方政治伦理意识形态的不断讨伐, 面对

民族文化独立性危机, 面对伦理对政治影响日益强

化的趋势和人类对伦理政治理想的价值预设和渴

求, 具有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和强烈忧患意识的共

产党人, 必然要做出历史的抉择。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在世界上应居于何种地

位, 如何应对西方伦理文化对国内伦理文化的冲

击, 中华民族以何种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都成为党的执政必需面对的问题, 都对党的合法性

提出新的现实要求。这既是个事关党的执政合法

性, 又是个事关民族合法性、国家合法性的根本问

题。同时, 国内改革进入关键时期, 社会利益关系

更为复杂, 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亨廷顿所指出

的发展中国家 /政绩的困局0 在中国同样存在, 经

济高速发展支撑的合法性无法满足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的合法性诉求。从社会价值标准的失范到

信仰危机, 从民众道德水平的境况到党内腐败现

象, 一系列涉及伦理道德的价值性问题给政治伦理

化增加新的内容和要求。积极主动地应付并解决这

些问题, 成为党执政的逻辑必然要求。

伦理道德具有独立的社会批判功能, 具有独立

的价值内涵和价值追求。在当前全球化浪潮和国内

经济社会转型的背景之下, 伦理道德的实践、推广

和提升是执政党的伦理责任。/ 党的执政地位不是

一劳永逸的0 , 能否以一个道德的, 即先进性的政

治组织力量领导伦理道德建设, 能否建设一个伦理

道德的国度, 提升全民族的伦理道德素质, 就成为

最现实的问题。

二、道德文化建设是执政伦理建设的基本要求

11 道德文化建设与执政使命。

党的执政是 / 一个政党通过合法的途径在国家

权力中占主导地位、并通过国家权力将自己的治国

主张贯彻于国家的政务管理过程中的活动0。1182党

的执政使命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 作为中华民族先

锋队的共产党, 把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党的执

政使命。这一使命意味着历史的责任, 道德的责

任, 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集中体现。

具有崇高的价值理想与追求, 是党的先进性的

标志。/ 政治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感化机构, 它代表

着最高伦理准则0。1192 / 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存在的

执政党, 具有 /引导社会思想潮流、致力于形成共

同价值和文化的责任01202。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

经济飞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

是, 物质水平的提高, 不会自动地或必然地促进社

会道德文化的进步。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 社会

精神文明建设却相对滞后。在社会现实中, 颓废的

物欲文化盛行, 许多人精神空虚, 传统伦理价值体

系走向崩溃边缘。从意识形态角度看, 价值的多元

化消解了主流的意识形态, 社会进入 / 意识形态终

结0 阶段, 信仰危机弥漫整个社会, 价值相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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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行其道, 传统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和解释力不能适

应新的时代要求。中国是个伦理道德的国度, 是具

有悠久文明史的礼仪之邦, 中华文明曾经的辉煌也

表现在道德文明的发达上。从政治伦理的角度看,

立一个共同 /善0 的政治的国家, 是执政的目标指

向和永恒追求。/ 善0 的国家是道德国民的集合体,

是国家在道德意义上的人格化。英国新自由主义思

想家托马斯#格林认为, / 国家既为个人道德完善创

造必要条件, 又为全体成员的共同善提供了保证。

国家是一种道德力量, 是人们实现道德的必要保

障。01212国家的目的 / 始终是建设一种新型的更高

级的文明, 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文明和道德规范符合

经济和生产结构发展的需要01222
。就是说, 提高广

大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平是国家的最重要职能之一,

党在国家的建设和管理中要主导社会道德建设的方

向。/ 党的历史作用不仅是政治作用, 它首先是道

德教育的作用。01232 / 教育是德治的本性0 , 在全社

会进行精神文明建设, 培育具有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的国民,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以核心价值

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进而提升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

素质。构建道德的民族、道德的国度, 既是一种伦

理关怀, 又是一种伦理责任。加强社会道德建设

/ 是保证现代执政具有伦理内涵的实践基础0 1242的

基本要求, 是 / 一项具有深刻价值立场的伦理承诺

与伦理实践0 1252。

21 道德文化建设与党的领导。

/思想统治的职能本应由国家政府机器担负,

是国家政府机器所担负的整个统治职能的一个组成

部分。01262从执政的角度看, 党的执政要遵循政治

的基本规律和内在逻辑, 党负有道德文化建设的伦

理责任, 要主导道德文化建设的方向。从道德的文

化属性和道德文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来看, 党的

/ 领导0 更符合客观要求, 更全面地体现执政党的

伦理责任和道德文化执政意识和能力。

/ 我们必须强调现代政党在制定和传播世界观

方面的作用和重要性, 因为政党的作为, 基本上是

制定与这种世界观相适应的道德和政治, 可以说,

政党起着道德和政治的历史 -实验室. 的作

用0。1272建设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道德文化和普遍

认同, 主流意识形态, 构建充满健康向上、积极进

取氛围的和谐社会, 是执政是党的执政任务和现实

要求。当前,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 社会利益

格局呈现多元化特征, 利益关系更为复杂。不同社

会阶层和集团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思想意

识, 进而在它们之间, 它们和执政集团之间, 形成

一个潜在的离散动因, 最终挑战党的执政地位。在

此种情况下, 如何巩固和扩大执政基础, 实现不同

社会阶层的联合, 从而获得最广大群众积极的同意

和衷心的拥护, 成为执政党亟待破解之题。道德文

化是社会最基本的整合力量, 是归属感和崇高感的

来源。只有建立共同的道德价值观, 才能使民有所

信, 有所立, 有所求。这样, 道德文化建设很自然

地被作为一个着力点, 一方面承担着凝聚人心, 形

成不同阶层群体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进而起

到巩固执政基础的作用, 另一方面, 又承担着提高

全民族思想文化素质的执政使命, 体现为执政党的

道德伦理关切。

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革命家葛兰西认

为, 要实现人民群众对执政的自觉的心理认同, 就

必须建立 / 一种具有共同社会道德语言的制度0,

并 /在 (道德) 领导权中有一个对现实的主导观

念, 使一切思想和行为贯穿这种精神并具体体现在

全部教育、宗教、团体的机构工作中0。1282这种

/ 领导权0 必须是自觉的、普遍的, 深深扎根于思

想深处, 并内化为党的执政伦理意识。共产党强调

政治的道德伦理的一面, 并始终把无产阶级的道德

和知识的领导放在重要的地位。这既是历史经验,

又是时代要求。要履行执政职责, 完成执政使命,

就必须取得对道德文化的领导, 从而获得 / 领导

权0 的绝对权威, 并在各种思想的交锋中, 使党的

意识形态具有 /普遍的形式0 , 进而统一思想、凝

聚人心, 形成一种 / 共同体情感0 , 构筑共同的精

神家园, 达到社会各阶层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高度

团结; 在深度和广度上体现执政伦理意识, 兑现执

政伦理承诺。这就要求党要充分利用一切合法性资

源, 在实际工作中贯彻道德文化领导权理念, 取得

/ 完整0 的领导权, 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

构建 / 有机0 的 / 和谐0 社会和国家。在领导道德

文化建设中体现党和国家民族利益的一致, 体现党

为民执政的理念和执政远见。

三、执政党道德建设是执政伦理建设的重要内容

11 道德属性与党性。

党性是政党所固有的本质属性。政党是具有意

志的道德实体, 道德属性是政党的 / 灵魂和根本,

是党应有的品质和精神风范01292。共产党的先进性

体现在党的道德属性上, 它 / 体现与表达马克思主

义政党党性价值维护度和理想追求0 1302。现代政治

是传统政治的继承和发展。在对执政主体的德性要

求上, 尽管具体的内容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有其时

代特点, 然而, 在对 / 价值合理性的绝对权威0 的

认知上、对 / 善0 的追求上是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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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主要探讨价值关怀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

充满道德感召力的价值理论体系, 它以对资本主义

的伦理道德批判为始, 科学地预设了一个 / 人的自

由而全面发展0 的共产主义远景, 并把该目标的实

现作为党的道德义务和道德目标。政党是阶级利益

的代表, 围绕政治权利进行政治运作。为了取得合

法性, 嬴得广泛的社会支持, 各政党无不例外地祭

起伦理道德的大旗, 声称具备公正、廉洁、民主、

人道等道德价值属性, 这成为政党的 / 共相0。马

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越性不在其动听的伦理道德许

诺, 而在于其伦理道德是建立在科学的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 并非虚幻的道德说教

和功利意义上的价值需要。政党的道德属性是共有

的, 而唯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道德属性是最 / 优良

道德0 , 这种道德是 / 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

因素0 , 代表着未来的方向, / 具有体现和认知人类

内在价值的本性0 , 1312并由于可实现性而具有真实

性。

道德的学说可以视为一种义务论。共产党的政

治道德, 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视为一

种需要, 一种 / 天然0 的义务, 是道德律使然, 同

时将其作为目的而有所趋赴, 并倾其心, 竭其力,

从而成就 / 道德0。/ 无私利他是最高的道德价值0 ,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性最纯正最崇高的表现。

这种道德心理规范的天然性来源于党的阶级性, 党

是工人阶级、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的先锋队, 具有

天然的革命性和大公无私的政治品格。一个政党要

具备党性意义上的道德, 必须使党的各种构成要素

和特征, 从价值理念到政治实践, 从组织制度到运

行机制, 从党的集体到个体党员彻底地道德化, 形

成一个具有崇高形象的人格化的道德的集合体。人

格化的党的道德品格, 是党的 / 内在精神和道德品

质的统一0 , 是党的价值追求与国家民族利益的统

一, 是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内在统一, 是道德本

体与道德实体的统一。这就要求, 党在政治实践中

时刻以道德主体的身份出现, 切切实实践行着 / 权

为民所用, 利为民所谋, 情为民所系0 的道德承

诺。经过长期内化, 便会习惯于 / 对自己所立的道

德法则的自觉遵从0 1322, 便会使共产主义道德扎根

于心而成为一种 / 集体无意识0 , 实现党性和德性

的统一。

21 执政党道德建设与执政伦理意识的自觉。

执政伦理意识, 是党对作为先进性的政治组

织, 面对执政要求所应具有的道德伦理倾向和特征

的态度和理解。加强执政党道德建设, 体现了执政

党执政伦理的理性自觉。

成为执政党后, 党担负起领导国家建设的重

任。权力的掌握和地位的变化, 使党面临着新的考

验。/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0 , 1332一些党员干部

党性意识不强, 理想信念动摇, 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作风和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党内, 同时, / 腐

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还比较严重01342。

执政党的道德是 / 党治理国家、整合社会的伦理基

础和道义基础, 体现着党治理国家的道德水平, 是

否具备良好的执政道德, 不仅关系着执政党的形

象, 而且关系着党的社会秩序供给的有效性0 1352和

合法性。党的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特别是党内的腐

败问题, 严重地影响了党的形象和声誉, 自损党的

合法性基础。

共产党高度重视党的道德建设, 不仅将其视为

巩固执政地位的需要, 更从执政伦理的高度看待、

处理党的道德建设。党的执政伦理意识的自觉, 首

先表现在党对自身的执政使命有着清醒的认识, 它

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自己崇高的历史使

命。基于使命和责任, 党提出 / 以伟大的工程推进

伟大的建设0 , 把党的先进性建设置于时代的潮流

和民族复兴大业之中。其次, 自觉体现在党的基本

的执政伦理理念上, 它以为民执政作为执政伦理的

核心价值理念, 它把 / 文明与治国方略和执政道德

联系在一起01362, 对权力来源于谁和 / 为谁执政、

靠谁执政0 的问题有着明确的认识。再次, 对当前

的党内状况, 党有着清醒的认识, 它既认识到 / 不

坚决惩治腐败, 党的执政地位就有可能丧失的危

险01372, 又认识到党内的不良现象有着深厚的历史

和文化土壤, 认识到党的建设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复

杂性, 从而认识到党的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此

外, 党执政伦理的自觉性还表现在, 党把道德建设

放在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它自觉

地按照政治伦理化的执政逻辑, 遵循着价值思维的

原则, 自觉地把政治实践活动置于正义与道德的价

值观念之下, 提出 / 以德治国0 的伦理承诺。最

后, 自觉还表现在党的道德建设实践上。从党章的

修改, 党代会的报告, 再到具体的党内规范性文

件, 既可以看到党进行道德建设的决心和气魄, 还

可以看到执政党的道德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走

向; 既可看到执政伦理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取向, 又

可看出执政伦理的 /现实目标与现实尺度0。

加强党的执政伦理建设, 是党的先进性的彰

显, 是历史的召唤。能否解决这一问题, 事关党的

执政地位, 事关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党将用执政实

践回答这一历史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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