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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式转换：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形塑的逻辑运思

曾　楠
（南方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５１０５１５）

　　［摘　要］利益认同、制度认同、价值认同的互动架构是政治认同的内在逻辑。审视中国政治 认 同 的 逻

辑发展史，利益缺场、身份政治、理念普设是政治认同形塑的主导图式，从利益缺场向利益在场转换、身份政治

向契约政治转换、理念普设向实践普设转换是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形塑的逻辑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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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提出政治认同

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主要包括三大方面：一是制度

基础，来源于对规则的遵循；二是政绩基础，来源于

统治的有效性；三是理念基础，来源于意识形态。由

此可推出利益认同、制度认同、价值认同的互动架构

是政治认同的内在逻辑。利益认同、制度认同、价值

认同作为政治认同的物质起点、实践载体与情感归

属，也正契合“经济人”、“政治人”、“社会人”的理论

假设与马斯洛从物质到精神、从低到高的需求理论。
审视中国政治认同的逻辑发展史，利益缺场、身份政

治、理念普设是政治认同形塑的主导图式，从利益缺

场向利益在场转换、身份政治向契约政治转换、理念

普设向实践普设转换是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形塑的逻

辑运思。

一、利益缺场向利益在场转换：
夯实利益认同根基

　　 “政治是人类所参与的旨在决定哪些社会成员

得到利益或特权、哪些人则被排除在利益或特权之

外的斗争或 过 程。”［１］４施 米 特 对 政 治 的 阐 述 鲜 明 地

表征政治与利益的内在自洽性。马克思也对群众的

归属、情感 的 认 同 与 利 益 的 关 系 作 过 精 彩 的 论 述：
“群众对这样或那样的目的究竟‘关怀’到什么程度，
这些目的‘唤起了’群众多少‘热情’。‘思想’一旦离

开‘利益’，就 一 定 会 使 自 己 出 丑。”［２］１０３“经 济 人”的

预设、“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

关”［３］８２、马斯洛 的 物 质 利 益 基 本 需 求 理 论，都 毋 庸

置疑地推出利益认同与政治认同的亲密性。简单来

说，利益认同是政治认同的根基，是政治认同的绩效

性资源。
审视中国公私观念的发展史，大体经历了过渡

时期的“崇公灭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大公

无私”、“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以公灭私”和改革开放

以来的“为 私 正 名”的 四 次 嬗 变。［４］４０６－４０８不 难 发 现，
“去私奉公”、“崇公抑私”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与道德文化中的主导思维，“活私开公”、“公私合媒”
的“为私正名”思想直至改革开放以来才有所彰显。
然而，“崇公灭私”型的利益缺场并没有使普遍认同

如影随形，而 是 陷 入 奉 献 与 回 报 分 野 的 泥 淖，陷 入

“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的社会景观，导致义务

与权利、奉献与补偿、德性与幸福的二律背反，借用

经济学中一句话即是“劣币驱逐良币”。
“崇公灭 私”型 的 利 益 缺 场 在 政 治 认 同 上 表 征

为：一是泛道德主义的盛行。它以“天下为公”、“君

贤圣者”的道德标榜凝聚社会的认同，呈现的是道德

的泛化与法制的缺失，普通民众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利益缺场下的道德支柱往往是无根的浮萍，最终可

能走向道德的伪君子与实利的真小人，政治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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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基因此弱化。二是民 主 制 落 实 的 空 置。“破 私 立

公”、“立公去私”的利益缺场境遇中，个人权利与公

共权力的正当性无法作出理性与制度性的公共性论

证，私人领域的等级秩序观念、公共领域的政治等级

制深深地植入民众的生活与观念，平等观念难以真

正实现，进而阻碍理性自觉的政治认同。三是权力

与权利的混淆。“崇公灭私”本质上是将个体化约到

整体之中，个体的基本正当权益遭到践踏，个体权利

与公共权力 相 混 淆，个 体 权 利 消 融 于 公 共 权 力 中。
从权力与权利的视野考量，政治认同本质上是权利

与权力的有效转换与理性衔接，然而利益缺场使权

力与权利未经历合理的转换与理性的考证，弱化了

政治认同。
“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

的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

产 和 交 换 的 经 济 关 系 中，获 得 自 己 的 伦 理 观

念。”［５］４３４利益缺场向利益在场的转换是夯实利益认

同根基的前提性判断、是规避“义务人”形塑的前提

性选择、是理性持久的政治认同的前提性保证。利

益在场即对利益价值的肯定、对利益诉求的肯认、对
“私”的承认、对单个个体的重视。

揆诸中西认同发展的历史，利益在场在中西认

同的实践中亦有生动的演绎。如原始社会对英雄、
战土以美女为奖赏与鼓励，对弱者则施以禁忌、与外

界疏离等惩罚，在奖赏与惩罚的施予下以优劣的评

判获得大众的认同，可谓最原生态的利益在场的叙

事方式。英国苏格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在《道德情操论》中也曾指出：“任何表现为合宜的感

激对象的行为，显然应该得到报答；同样，任何表现

为 合 宜 的 愤 恨 对 象 的 行 为，显 然 应 该 受 到 惩

罚。”［６］８２由此推知利益在场在中西历史上曾经存在

并发挥了良好的效用，它与我国转型期“为私正名”、
“活私开公”的公私观念转变相契合。

利益缺场向利益在场的转换对政治认同的积极

效用表征为：一是公私界定与归属相对明晰。从公

私视角解读，利益缺场将“私”化约于“公”，“私”消融

于“公”，“政府 的 公 共”、“人 民 的 公 共”、“私 人 的 领

域”［７］１８相互 间 混 淆。利 益 在 场 则 使 公 私 界 定 与 归

属相对明晰，有效防止“私”消融于“公”的“政治过度

亲密化”或“公”消泯于“私”的“政治过度冷漠化”倾

向。二是架构“自己———他人———公共世界”的三元

体系。从界面分属的视角，政治认同分为人与自己、
人与他人、人与公共世界三个界面，利益在场在公私

界定与归属相对明晰基础上利于架构“自己———他

人———公共世界”的三元体系，从而在“应答性”、“多
元性”、“责任性”的实现上促进政治认同。三是公共

权力与个体权利的有效转换。随着传统权威逐渐式

微，法理型认同的论证成为一种必要。无论是功利

主义“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原则，还是卢梭的社

会契约学说、阿伦特的“持续的同意”理论，都蕴含对

个体权利的前提性认可，并在公共权力是由个体权

利让渡而来的理念上达成共识。因此利益在场是公

共权力与个体权利有效转换的前提，也是现代法理

型认同的内在要求。
利益缺场向利益在场的转换是利益价值在观念

上的转换。“利益是社会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本

源，作为观念而存在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来自于

人们的政治利益，反映着人们的利益内容和利益要

求，并 服 务 于 特 定 的 政 治 利 益。”［８］７１依 据 戴 维·伊

斯顿的分析，政治认同是政治输入与政治输出之间

合理转换与自洽应答的过程，因此利益认同作为政

治认同的基础既要求利益价值的肯定、利益表达的

输入、利益绩效的增长，也要合理的利益分配，即“作
出某种努力去调节其行为，并使其行为适应于获得

它们所寻求的对任何政治目标的支持水准”［９］４９０，以

获得政治认同。利益缺场向利益在场的转型期，绩

效增长是“特定支持”的重要来源，塞缪尔·亨廷顿

在《第三波———２０世 纪 后 期 民 主 化 浪 潮》中 曾 指 出

绩效增长基本上成为后发现代化国家追寻合法性的

主要因素。然而做大的蛋糕若不能实现其合理分配

同样会引发政治认同的危机。近些年经济的高速增

长与群体性事件的丛生表明了输入与输出的自洽是

利益认同与政治认同的重要因素。“物质枷锁”效应

的叠加，使公平与正义的呼唤再一次被推向了理论

与实践的前台。西方学者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

义”、诺齐克的“作为持有的正义”、布迪厄的“作为平

等的正义”等思想光芒或许是当下应对绩效增长与

利益分配间张力的有利借鉴。同时需要指出，利益

缺场向利益在场的转换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及

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今的中国社会公私观念的经历

而提出，亦不宜过度强调，过度则易造成认同的模糊

性与虚假性，并陷入“绩效性困局”。总之，“单一利

益认同型的合法性机制缺乏长期的稳定性。当福利

无法增长，或者增长较少和较慢时，就会产生相对剥

夺感的问题”［１０］。

二、身份政治向契约政治转换：
紧扣制度认同核心

　　 制度认同 即 个 体 基 于 对 政 治、经 济、社 会 等 制

度的信任，由 此 产 生 的 政 治 情 感 上 的 归 属 与 承 认。
制度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关键，也是政治认同的制度

性资源。制度是关于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规范，与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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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文明相匹配。
审视中国传统社会乃至新中国改革开放前期，

身份政治与准身份政治占据主导，契约政治、契约文

明则隐匿难现。身份既是一种符号，也是权力与权

益分享的 依 据 及 来 源。以 身 份 为 尺 度 进 行 社 会 管

理，产生了“结构二重性”式的身份制。新中国成立

之初，在混乱无序的战后重建重压下，“一元中心计

划”的秩序建构成为这一时期最为迫切的时代题域。
政府通过私人经济的改造、剥削者财产的收回、资源

的赎买等政 策，实 现 经 济 资 源 的 垄 断，并 在 户 籍 制

度、单位制度、行政制度等运作中实现整个社会科层

制体系的管理。此时期的管理模式体现了身份政治

的鲜明色彩。
身份政治的典型表征是：一是超越制度秩序的

“差序格局”式的社会结构。“差序格局”是以己为原

点、以人伦为半径向外扩展的社会格局，是超越既定

规则与制度秩序的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准

则。二是超越 制 度 秩 序 的“人 治 主 义”式 的 社 会 管

理。身份决定法律的适用范围与实行的力度，缺乏

既定的规范，“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鲜明地体现

了人治主义色彩。三是超越制度秩序的“身定权位”
式的社会模式。身份是权力与权益的来源，“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是王这一身份所特有的权力；“君要臣

死，臣不得不死”是臣这一身份面对君王的宿命；“在
家从夫，夫死从子”是女性这一身份的选择，且身份

具有一定的固定性与血缘纽带性，身份决定权力与

权益、地位与义务，因此身份政治模糊了权利与义务

的边界，是与制度正义相背的。
“用契约取代身份的实质是人的解放，是用法治

取代人治，用自由流动取代身份约束，用后天的奋斗

取代对先赋资 格 的 崇 拜”。［１１］４０梅 因“从 身 份 到 契 约

是社会进步的过程”这一命题获得了广泛的共识，恩
格斯也在《家庭、私有制与法的起源》中对“身份到契

约”的转变予以肯定。契约是在平等主体之间以明

确权利与义务为内容的自由意志协定。契约政治与

制度文化的权利和义务规范内容相匹配。从某种意

义上说，契约政治是制度认同的隐喻性文化，是制度

公正规范运行、规避传统“人治主义”管理的可能性图

式，是政治认同制度性资源获得的前提性依据。毋庸

讳言，从身份到契约的前提条件在于主体的自主选择

性、资源的自主流动性、活动空间的自主获得性。
改 革 开 放 为 身 份 到 契 约 的 转 换 提 供 了 现 实 可

能：一是单位制度的改革使更多的个体从单位体制

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去身份化”的历程开启。单位

体制内部自身的松动使身份政治色彩淡化，农民、知
识分子、工人等群体逐步从身份的束缚中走向契约

式的交往与权益的维护。二是改革的进程使国家与

社会实现了有限分化，“总体性社会”有所松动，国家

从一些领域退出使部分原有的垄断性资源在市场自

主流动，资源的自主流动性增强。三是市场化改革

的推动使国家从私人领域、文学公共领域、公益公共

领域等空间部分退出，自主活动空间逐渐形成。主

体的自主选择性、资源的自主流动性、活动空间的自

主获得性等条件的不断成熟使契约社会所需要的自

主、平等、法治的契约文化不断发育。契约政治是以

权利与义务的规范为内容，以自主、平等、法治为表

征，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政治形态。
从身份政治向契约政治的转换对政治认同的影

响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是权利与权力的社会配置规

范化。传统“差序格局”、“人治主义”、“身定权位”式
的身份政治将权利与权力模糊化，身份卑微者既无

权力也无权利，“从”、“忠”、“孝”是其惟一且只能的

选择，而身份居高者既有权力也有权利，“任”、“命”、
“指”是其特殊身份相伴的姿态，契约政治则颠覆以

身份等级制配置权利与权力的模式，以契约规范的

形式将权利与权力规范化，从而获得政治认同的法

理型资源。另一方面是政治合法性的法制化。合法

性资源的法制化是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必然趋势，按

照诺思的说法，制度变迁的重要标志即采用新规则

以增进行动的合法性。契约政治则是以制度化的变

迁与管理增进社会运行与政治管理的合法性。
从身份政治向契约政治的转换是制度认同的前

提性要求、制度文化培育的生长点、制度价值肯认的

基础，但制度要获得认同不仅在于契约理念的转换，
还在于契约运行的公正与制度创新。“一种理论，无
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

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

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

废除。”［１２］３由此不难推知，制度运行的公正、制度规

范的公正是制度认同的源泉。考察中西思想史，不

难发现，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试图为此开出处方，然
而自由主义的理念在民主政治的操作上因主张缺席

委托式的代议制，被巴伯界定为“弱势的民主”，在公

共权力合法性证明上存在不足，容易蜕变为一种隐

蔽化的技术 官 僚 威 权 主 义 统 治，易 导 致“政 治 冷 漠

症”与“政治私密症”的倾向。共和主义的理念在民

主政治的操作上热衷于直接民主，其公共权力合法

性的证明具有优越性，但因现实操作较难并可能出

现“多数的暴政”，纯粹正义难以保障。由此可见，自
由主义与共和主义都偏于一隅，两者的通约与互鉴

是现代制度认同的可能选择，当代新自由主义者罗

尔斯在继承洛克思想基础上吸取了卢梭的共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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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哈贝马斯也试图在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

想中找寻互补与契合。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
在吸取自由主义的公共权力制衡的优越性与共和主

义的合法性论证的优越性基础上，借鉴“对话民主”、
“商议民主”的“第三种民主”模式，推进制度创新，或
许是当前获得制度认同，应对贫富差距扩大、选举虚

假化等问题的有效路径。诚然，身份政治向契约政

治的转换是制度认同的前提性判断，但身份到契约

也有一定限度，因先天条件、自然因素等不可抗力因

素形成的弱势群体，要考虑其特殊利益，即“最少受

惠者的最大利益”（罗尔斯语）。

三、理念普设向实践普设转换：
激活价值认同动力

　　 价值认同是指人 们 对 某 种 或 某 类 价 值 认 可 并

形成相应的价值观念。斯蒂尔曼指出：“只有当政府

的产出与社会的价值范式相符合的时候，一个政府

才是合法的。”［１３］２４葛兰西也指出：“任何一个取得政

权的政治集团或阶级都必须为取得自身‘合法性’而
继续斗争。当然这种斗争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

的斗争”。［１４］２４价值认同与政治合法性、政治认同有

内在的关联，价值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动力，也是政治

认同的意识性资源。认同既是一种意识活动，也是

一种实践活动。
在中国传统社会乃至新中国改革开放前期，获

取价值认同的普设主要着眼于理念普设，而实践普

设相对阙如，即主要着眼于从上到下普遍设定的价

值理念。传统社会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念

指导下，以自上而下的一元价值理念濡化民众。新

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期，为兑现革命的承诺，在经

典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指导下如火如荼地开展社会

主义建设，其 价 值 认 同 采 取 的 是 自 上 而 下 的 灌 输。
当利益分化、幻梦破碎之时，价值认同则无处找寻。

理念普设下的价值认同存在一定风险并已被历

史与逻辑所证明：一方面是公共理性运用的不当性。
公共理性是多元主体互动而生成的，而“同一性”的

理念普设存在可能的暴力与对“他者”的恶行；另一

方面是个体价值认同的附和性。理念普设下的价值

认同主体实质多是只知义务、不知权利的臣民，而非

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自主个体，其价值认同有一定

的附和性与唯从性。
“认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作 为 有 目 的 的‘行 动’，其 本 身

是具有价值与意义的‘人的存在’形态，即‘行动者’
行动的道德 价 值 意 向。”［１５］认 同 从 根 源 上 属 于 实 践

范畴，正如马克思所言：“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

被意识到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

过程。”［１６］２９此外，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哈贝马斯的

交往行动理论、伽达默尔的视域交融理论以及阿伦

特的行动理论等也从不同视角言说认同或观念与实

践的内在紧密性，“认同”不是“沉思”，而是活生生的

实践活动。价值认同由理念普设向实践普设的转换

既是认同自身属性的内在要求，也是认同走向自觉

的本然 要 求。１９７８年《实 践 是 检 验 真 理 的 唯 一 标

准》一文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思维僵化状态，开启了

实践普设之基石。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

构，在尊重多元文化间不同理念基础上，注重从人的

交往实践中寻找一定文化共同体的普遍活动方式及

其交往规则的价值体系，促进文化规范间的有机融

合，深化文化间的相互认同。
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理念普设向实践

普设创生了现实的可能：一是文化理念上强调在交

往实践中寻求共识，而非自上而下的硬性灌输；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多元文化互生共融、多元实践

主体的交往中理性建构的范式恰是文化理念上向实

践转换的现实表征。二是政治环境上强调在协商对

话中寻求政策与价值的肯认，而非强制性的生硬套

用；传统臣民式的政治环境多是上对下的命令、下对

上的服从，在科层等级式的模式下开展政治议程，然
而人民主体身份的确立、协商制度的确证，指向了在

协商对话中寻求价值认同。三是经济制度上强调一

元主体与多元格局相协调的发展模式，从根源上保

障实践普设的基础。
理念普设向实践普设的转换对政治认同的积极

影响体现为：一是践行价值比较机能，有助于强化与

引导主体主动和积极的自觉认同；历代中西方学者

提出的价值共识路径如金规则法、重叠共识法、视阈

交融法等都透露价值比较机能的重要性，理念普设

向实践普设是践行价值比较机能的最佳范式。二是

实践普设强调在主体间的交往活动中以自由协商、
平等对话等方式达成对某一种底线价值的认同，有

效规避理念普设造成的种种问题，为政治认同提供

合理性基础。三是以实践交往的方式把不同主体间

的合理价值要素有机地融合起来，形成有效的价值

符号与文化共同体。
理念普设向实践普设的转换不仅涉及价值认同

的范式转换，还在于实践平台的真实创生与行动本

身的合理。但实践普设也不是完美的解决之道，在

当代市场化、全球化、多元化的境遇中可能出现内部

共同性的脆弱、市场与权力偏私性机制的操纵、“道

德多数之压迫”倾轧人的个体性等困境，因此，实践

普设转换应力图实现三个走向：一是从主体性走向

主体间性。实践普设的内核在于价值主体的交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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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协商沟通，主 体 间 性 是 实 现 实 践 普 设 的 基 本 前

提。二是私密性走向公共性。公共性的决策时代、
公共性的价值追求是在私密性的利益、私密性的计

算之外以理性的公共运用而获得，在公共价值的视

域对多元分歧之“合理之整全性学说”寻求“交叠性

共识”。三是从外源性 走 向 内 生 性。理 念 普 设 下 个

体对共同体是附和的、价值认同多是自上而下的外

源的意识形态普设下的价值认同。实践普设则是通

过人的一种自主实践活动而生成的内生性认同。诚

然，理念普设向实践普设转换并不是全盘否定理念

普设的效用。二者并不是绝然对立的，而是有内在

的逻辑关联，不应被硬性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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