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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 0前后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政治和谐的历史经验

夏  建  辉
(长沙通信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015)

[摘  要 ]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5决议6提出: 中国共产党以和谐社会为不懈的奋斗目标,并为此而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八大0前后, 中国共产党吸取斯大林晚年错误和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失误的教训, 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 追求社会政

治思想、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和谐而作出的努力, 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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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 5决议 6提出:中国共产党以和谐

社会为不懈的奋斗目标,并为此而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这个

结论在 /八大0前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得到了全面、充分

的印证。关于 /八大0前后的中共党史研究, 学界以前多把

注意力集中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业化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的探索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上。值得注意的

是: /八大0前后的中国,正是民族历史上一个空前的社会转

型时期。在这个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矛盾纵横交错的时

期, 从革命走向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要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

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并成功地

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首先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

环境, 特别是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与社会关系的和谐。

历史地看, 尽管中国共产党执政伊始 ,并没有明确提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更不可能像十六届六中全

会, 将社会和谐视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0。但

重新解读那一时期执政党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成果, 我们

不难发现: 社会和谐问题已经引起了党的领导集体的高度重

视。 /八大0前后, 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

大成果之一, 就是关于社会和谐的理论思考与实践尝试。这

些体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实践中的思考和尝试,涉及社

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其中, 中国共产党为吸取斯大林

晚年错误、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失误的教训, 统一全党和全

国人民的意志, 追求社会政治思想、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和

谐而作出的努力, 尤其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1956年,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

接连取得成功的同时, 也面临着一系列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

的不和谐因素。

国际上, 围绕苏共 /二十大 0、特别是苏共中央对斯大林

的全盘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了剧烈的思想混乱

与政治动荡。一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内

部,有人以反对个人专断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为借口, 向党的

领导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提出质疑与挑战; 以反对教

条主义,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由, 否认马克思主义基

本理论及其指导地位。思想上的严重混乱引发了部分国家

政治局势的激烈动荡。更为严重的是西方敌对势力利用这

一机会,在共产党领导的部分国家煽动狭獈的民族情感与民

族隔阂,利用苏联共产党纠正斯大林晚年错误, 竭力喧染反

对 /斯大林主义0的斗争, 并号召 /自由国家0利用共产党机

构状态恶化、统治者权力 /走向崩溃 0的时机, /保持道义的

压力0, 以 /破坏苏联 ) ) ) 中国共产主义体系0, /改变共产党

世界的性质0¹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混乱与西方敌对势力的恶意

攻击,在我国、我党内部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反应。再加上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新的社会制度不完善、人们对新制度的不

完全适应、以及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过粗过快、经济建设

中的盲目冒进等原因,引发了国内关系的紧张, 以致于 1956

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 º。

对此,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敏锐地意识到: 只有实现全

党的、全社会的思想统一 ,才能创造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顺

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任务。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理

论家的高度智慧,以反思斯大林晚年错误和苏联社会主义建

设失误为契机,引导全党、全社会解放思想, 并在思想解放运

动中科学地回答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

题,从而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营造出良好的思想氛围与稳

定的政治环境。党的 /八大0的政治报告以及在此前后毛泽



东同志的5论十大关系6、5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6等著作,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构建社

会政治和谐的理论探索成果。

一  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独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上来, 在思想解放中实现思想统一, 是保证社会稳

定、政治和谐的前提

列宁曾说: /在年轻国家内刚刚开始的运动,只有在它运

用别国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但是,要运用别国的经

验, 简单了解这种经验或简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

的。为此必须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并且独立

地加以检验。0 » 缺乏批判态度、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精神,

只能陷入教条主义泥潭之中。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深受教条主义之害的政党,早在领

导民族民主革命过程中, 便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善于从本国国

情和民族特点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确保事业的成

功, 因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对于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内部将社会主义公式化、绝对化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

表现出了特殊的敏感性, 以致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 便

提出了 /以苏为诫0, 独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命

题。一方面,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决定了一个负责任的马

克思主义政党, 在革命和建设中必须从实际出发, 灵活地、创

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实际斗争中的各种问题, 并

且使理论不断地得到发展。反对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与经

验主义, 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态度。但这并

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要抛弃马克思主义,否认第一个社会主

义国家成功的建设经验。因为要完成 /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

中国改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0的历史重任, 必须善

于学习和借鉴。因此 /以苏为诫 0, 既不是否认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真理性与指导意义,也不是否认苏联经验中的 /成功

方面0与 /国际意义0。

以 /以苏为诫0, 独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命

题, 科学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经验的基本态度, 促进了全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

基础上的思想解放与思想统一 ,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实践

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是追求党

和国家政治生活和谐的有效途径

在对斯大林晚年错误进行理论反思的过程中,中国共产

党清醒地意识到: 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由于实行了国家生活中

的民主集中制, 实行了党的领导, 恰恰是由于他在一定范围

内和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破坏了党的领导。斯

大林晚年错误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大启示是:马克思主义

政党在夺取革命胜利、执掌国家政权之后,所面临的最大危

险就是利用执政地位与国家机关的权力, 独断专行, 违反民

主原则与民主程序, 脱离群众与实际, 从而导致人民被边缘

化和人民群众对政治的冷淡,对国家与社会的漠不关心。尤

其是党的领袖, 一旦将自己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 而不是置

身于党和人民之中, 就将失去对党和国家事务的洞察力, 从

而造成党的事业的损失和领袖个人的悲剧。

鉴于这一教训, /八大0前后的中国共产党对党和国家

政治生活的基本追求,就是扩大并落实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

民主,并且以民主政治的培育和发展, 增进社会政治生活的

和谐与活力。 /八大0所确立的政治目标, /就是要依靠已经

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 团结国内外一切

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 尽可能

迅速的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0¼

这一目标内在的要求社会主义政治必须是建立在广泛

民主基础上的和谐政治。围绕这一目标的实现, /八大0的

5政治报告6、5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6及代表们的发言,

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进行了详细的论证与设计,基

本思路包括:第一, 坚持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0的方针, 加强

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合作, 巩固与

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第二, 正确处理民族事务, 努力帮

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事业,按照各民族自己的意愿,

通过和平协商方式进行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 实现国内

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与民族关系的和谐。第三, 系统地制定比

较完善的法律,健全国家法制,将惩治犯罪纳入法制化的轨

道,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与社会主义建设秩序。第四, 认真

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特别是通过调整权限的划分, 保证

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给地方以更多的独立性与自

主权,使中央与地方两方面积极性和创造力都得到充分发

挥。第五,在群众路线的指导下,进一步健全党内民主集中

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如实行中央到县级党的代表大会的常任

制,保证党的领导与决策的民主化。第六, 坚持正确的党内

斗争方法,在分清原则是非的前提下, 正确引导党内批评和

不同意见的争论,扩大党内民主,维护党员权利。

这些原则与制度设计,立足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全局的

高度,代表了我党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

主化与和谐化的最高认识水平。毛泽东同志 1957年提出的

造就 /又有集中又有民主, 又有纪律又有自由, 又有统一意

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0政治局面, 更全面的反映

了我党所追求的政治生活民主与和谐的新境界。

三  准确把握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正确认识并妥善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实现社会安定与政治和谐的关键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长

期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的理论问题。理论上的缺失导致了社

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重大偏差与失误。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 因为多种原因而引发的社

会关系紧张与复杂矛盾, 也曾使党内一部分人深感迷茫, 有

人认为既然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与完整意义

上的阶级对抗,就不应该存在矛盾了; 有人则采用简单粗暴

的方法处理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因此, 正确认识和处理社

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问题,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所面临

的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毛泽东同志的两类矛盾学说, 正是

基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的中国社会现实, 创造性地发展

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构建社会和谐的理论成果。

毛泽东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 首先明确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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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其中主要矛盾是人

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以此为起点, 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领域、各层次的矛盾的分析,

将复杂的社会矛盾归纳为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

同性质, 并郑重告诫全党: 不同性质的矛盾需要用不同的原

则、方法解决,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之间没有一

条天然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因而要及时妥善地处理,防止人

民内部矛盾因为积压或处理失当而出现性质演变和升级。

针对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国内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的变化

而引起的主要矛盾的变化, 毛泽东明确提出把正确认识和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针对不同

的社会领域, 提出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系列原则和方法。

基于这一理论认识,在处理当时频繁发生的罢工、罢课、

游行示威、请愿及其它群体性事件时, 党中央强调必须首先

从党和政府自身工作中寻找原因,及时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

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为此, 第一, 社会和谐的基础取决于

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与文明进步程度,因此必须牢牢把握并

着力解决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 第二, 克服党和政府领导工

作中的官僚主义, 扩大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 第三,加强对人

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 特别是通过与群众的经常性的沟通

与交流化解矛盾, 消除误解, 理顺情绪,统一思想, 调动积极

性与创造性; 第四,除对恶意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攻击党和

政府, 扰乱社会秩序, 破坏公共安全的违法犯罪分子依法惩

处外, 对理由充足,没有违法行为的罢工、罢课等群体事件,

不要强迫中止, 而要积极引导, 对群众提出的问题作出合理

解释, 并在事件平息后进行认真教育, 提高群众的觉悟水平,

以在新的基础上增强人民内部的问题。

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社会矛盾的基本态度,

既不是回避、否认,也不是惊惶失措、简单粗暴, 而是在正视

矛盾的基础上积极协调和引导。因为正是社会矛盾运动推

动着社会向前发展。两类矛盾学说及其在党和国家政治生

活中的运用, 不仅在中国社会历史转型时期较好地协调了复

杂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矛盾, 较好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而且极

大地丰富和创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如同我们对马克思

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深化、发

展的过程一样, 中国共产党对构建社会和谐的认识与实践,

也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创新的过程。 /八大0前后就是这个探

索和创新道路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的政治建设取得了巨

大的成就, 但在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是很和谐的因

素。如: 权力运行的失范现象还比较严重,以权压法、以权代

法、一言堂、家长制现象还广泛存在; 利益分配机制有待调

整, 社会资源分配不是很公平, 弱势群体的权益还有待加强

制度保障; 党群关系不够和谐, 一些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官僚

主义、以权谋私、贪污腐化、损害人民利益的现象还比较严

重; 国民的政治文化水平亟待提高,与政治现代化的发展需

要不太适应; 社会治安状况人民群众还远不满意, 群众的安

全感比较低; 社会秩序从人治秩序迈向法治秩序的道路仍然

很漫长;等等。这些不太和谐的因素, 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

造成了巨大的消极影响和制约。因此, 加强政治建设, 构建

政治和谐仍然是我们当前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而又艰巨的

任务。借鉴 /八大0前后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政治和谐的历

史经验,笔者认为, 实现政治和谐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和谐政治建设提供可

靠的前提保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政治, 必须坚持党的领

导,这是我们事业成功的基础、前提和保证。坚持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就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提

高党的执政本领。只有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执政能

力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本领, 党才能最广泛地动员和组

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才能正确协调和处理

各种矛盾和冲突,逐渐消除各种社会不和谐因素, 才能带领

全党全国人民实现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政治的理想。

2、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和谐政治建设奠定雄

厚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 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归根

到底受经济基础决定。中外政治发展经验也证明, 政治发展

和政治现代化离不开市场经济的发展、支持、推动。市场经

济的健康发展是建设和谐政治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

与根本途径。

3、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为和谐政治建设提供持续

的动力支撑。消除当前我国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 化解各种

社会矛盾,也要靠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发展民主、健全法制、

加强和完善制度建设,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各项政治制度的规

范化、程序化、法治化,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来保证人民

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

总之,政治和谐是人类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标志, 是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只有实现政治和谐, 公共权力的

运行才能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公民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

最大限度的维护和实现,人们的政治积极性才能得到充分调

动,社会矛盾才能得到合理有效的调节, 社会生活各方面才

能良性有序运转,才能形成一种愉快舒畅、和谐融洽的政治

生活,从而为和谐社会奠定良好的政治生态基础。纵观历

史,中国共产党就以和谐社会为奋斗目标, 并为此而进行了

艰辛的探索和不懈地努力,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

导下,我们和谐社会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注释:

¹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 N ]. 人民日报, 1956

- 12- 29.

º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5卷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7: 395.

» 列宁. 列宁选集: 第 1卷 [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242.

¼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

报告 [M ] / /刘少奇选集:下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203.

(下转第 41页 )

15第 6期      夏建辉: /八大 0前后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政治和谐的历史经验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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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auses and Counterm easures of Vulnerable Groups of Farm 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estGroup Theory

HU Zheng- dong, L IX in

(Univer sity of South Ch ina, H 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 t:  In Ch ina, fa rme rs stand for 70 percent of the to tal popu la tion, but they can not effective ly o rganize them se lves to form

a representative group to speak fo r the ir ow n in terest, therefore, in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 mak ing process they are in a c lear ly dis-

advantaged position com pared w ith othe r interest g roups. F rom the in terest group theo ry pe rspective, th is paper dem onstrates the reasons

for lack of inte rest groups o f our country. s peasant and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to change the status o f the d isadvantaged farm ers,

wh ich has an im po rtant practica l sign ificance o f build ing a harm onious soc ie ty.

K ey words:  farm ers;  vu lnerab le g roups;  interest groups;  co llective ac tion;  the interests o f the ga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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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istorical Experience of CPC. s Build ing Social Politics Harmony around
the 8 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X IA Jian- hu i

(Changsha T ele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 logy Vocational Colleg e, Chang sha 410015, China)

Abstrac t:  The reso lution o f the S ix th P lenary Session o f the S ix teen th Cen tral Comm ittee o f the Pa rty states that a im ing a t bu ild-

ing a harm on ious so ciety, the Commun ist Pa rty of Ch ina has m ade hard explo ra tion. it is wo rthy o f our great attention that around the

8th Nationa l Congress o f the Communist Party o f China, the Party learned from them istakes of Sta lin in h is o ld age and the fau lts in the

form er Sov iet soc ialist construction. and made effo rts to un ify the who le party and nation and to pursue the harm ony of soc ia l po litics

ideo logy,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s po litical life.

K ey words:  the 8th Na tiona l Cong ress o f the Commun ist Pa rty of Ch ina;  build ing;  socia l po litics harm ony;  theore tica l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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