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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政治稳定模式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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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构成了社会转型时期政治稳定模式变革的社会动因, 客观上要求政治稳定模式由统

治型向治理型转变, 健全和完善政治沟通机制、政治整合机制、冲突调处机制和社会管理机制,形成维护政治稳定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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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

设的深入, 改革开放 30余年来, 我国的公民社会从小到大迅

速发展, 并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也对社会转型期的政治稳定产生了重大影响。公民社会的

发展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具有双重意义,它一方面对传统的统

治型政治稳定模式形成挑战, 一方面又呼唤着符合时代发展

要求的新的政治稳定模式, 这构成了公民社会发展过程中政

治稳定模式变革的社会动因。

一  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政治稳定的双重相关性

公民社会 ( c iv il so ciety)又被称为民间社会或市民社会,

它是指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

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包括非

政府组织 ( NGO )、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

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其中民间组织是公民社

会的主体 [ 1]。政治学意义上的公民社会, 强调公民社会的公

民性, 强调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 认为公民

社会主要是由那些保护公民权利和公民参与的民间组织构

成。显然, 公民社会有着相对于国家的自身规定性: 一是民

间性, 即这些组织是以非官方的形式出现的, 不代表国家或

政府的立场; 二是非盈利性,即它是以提供公益和公共服务

为基本价值, 而不把追求盈利作为生存的主要目标; 三是相

对独立性, 即它拥有自己的组织机制和管理机制, 有独立的

经济来源; 四是志愿性, 即参加公民社会组织的成员都是基

于个人自愿的结果。

公民社会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公民社会与

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逻辑联系 ,市场经济是公民社会存在的

体制基础, 是公民社会得以发育最重要的源泉。可以说, 没

有市场经济, 就没有公民社会。改革开放前, 我国国家与社

会的关系基本上处于 /一元化0的状态。国家控制社会, 政

治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国家垄断了社会中的大

部分资源和机会,几乎包揽一切社会事务, 社会自我管理能

力严重缺失, 因而缺乏公民社会的形成条件。 1978年改革

开放后,以市场化为基本取向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 带来

了中国社会的根本性变迁,为公民社会的生长提供了必要的

条件和环境。现代市场竞争为人们提供了利益实现的空间

和机会,同时也导致了利益的分化。利益的分化又促进了人

们利益意识、权利意识的觉醒,促使那些具有共同利益的人

们形成自己的利益组织, 并借助组织的力量来进行利益表

达、利益实现, 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组织化、理性化程度的提

高。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社会自主活动

空间日益拓展,自由流动的资源日趋增多, 民间组织大量生

成,成为公民社会兴起的重要标志, 并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生

活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

公民社会的兴起,意味着中国社会领域正在发生深刻的

变化。社会力量的壮大和社会领域的深刻变化对转型时期

的中国社会政治稳定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因公

民社会自身的特点而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由于公民社会的公

共性、志愿性、互动性等特点,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有利于

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另一方面由于公民社会

与市场经济、国家政权之间的张力, 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

又对现有政治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首先,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 国家政权与公民社会的

良性互动,有利于中国社会长期的政治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第一,公民社会植根于民主和法制的沃土之上, 在专制和集

权的环境中是不可能诞生公民社会的。公民社会的这种民

主性特征彰显出公民作为社会主体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

与身份。公民社会的形成一方面受益于公民之间的公共信

任,另一方面又强化了社会的信任基础。与公共信任、民主

精神相一致的是契约精神的发育和形成。在公民社会中,个



人活动受契约规则的约束, 契约本质上讲是一种安排社会关

系的法律化形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社会也是一种契约

社会、法制社会。公民社会有利于培育公民的契约精神、强

化法制意识, 也就为社会的政治稳定提供了民主和法治的保

障。第二, 对公平与正义的追求是公民社会的重要表征。

/出于广泛的责任和公共伦理意识而自愿组成的公益性社

会组织, 是公民社会经久不衰的基本动力之一0 [ 2]。公民社

会中公益性的社团如红十字会、慈善机构等组织通过为社会

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和救济, 体现出社会对弱势群体的重视和

关怀, 促进了社会资源的再次公平分配, 有效化解了社会矛

盾, 维护和促进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一方面发挥了独特的

社会减压阀和稳定器的作用, 另一方面有利于缓解社会对政

府的压力, 提高了社会对政府的政治认同。第三, 公民社会

是相互独立的个体志愿结成的民间性质的合法社会组织, 它

内在地蕴含着独立自主、多元宽容、合作互信、平等开放等基

本价值。公民社会中的各种组织代表着各种不同甚至是相

互矛盾的社会利益, 这些组织有着各自不同的社会基础、组

织形式、活动方式和目标宗旨, 但它们又彼此和谐共存于公

民社会环境中。公民社会的这种承认差别、相互包容的多元

主义组织的本质特征,实现了多样性和差异性统一, 使不同

社会群体和谐共处, 有效地减少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其次, 公民社会与国家政权、市场经济的天然张力的存

在, 又对现有政治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第一, 公民社会

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张力。市场失灵状况的存在是现代公

民社会兴起的根本原因之一, 市场经济的天然缺陷为公民参

与社会公共治理提供了可能和必要。但是 /由于市场机制下

对自利性动机的诱发力量和对机会主义倾向的助长作用, 实

际上从另一个方面构成了公民社会的死敌 0 [ 3] , 从而导致强

大的市场力量对相对弱小公民社会的侵蚀,造成公民道德滑

坡、信仰危机等。市场失灵的存在和市场对社会的侵蚀所造

成的社会转型期文化观念异化、价值信仰缺失、社会参与挫

败等问题, 是社会转型阶段影响政治稳定的重大隐患。第

二, 公民社会组织与国家之间存在张力。抑制公共权力的过

度膨胀和异化以及政府失灵状况的存在是公民社会兴起的

又一根本动因。公民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始终存在着的一

种制约、平衡和较量的关系。公民社会对于政府来说是一把

双刃剑, 处理得好就成为政府的合作伙伴,有利于社会的和

谐与稳定; 处理得不好就成为反政府的力量, 危害社会的团

结与稳定。但是由于目前国家政权为公民社会提供的公民

参与渠道还比较有限, 国家政权还无法完全满足日益高涨的

公民社会的利益诉求。/经济发展使经济上的不平等越发严

重, 与此同时,社会动员又在削弱这种不平等的合法性。这

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便产生了政治动乱。0 [ 4]在这样的情况

下, 如何为民众的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提供制度上的安排,

如何将利益矛盾和冲突规范在一个有序的框架之中,就日益

成为政治系统所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二  公民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稳定模式变革的必然性

政治稳定模式的选择直接影响到政治秩序的建构。传

统的政治稳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 /统治型0的秩序建构模

式。统治是政府力量的单向度运作, 它依靠的是权力支撑,

强调的是控制和管理, 突出的是秩序与稳定。在这种模式

下,稳定就是控制, 而控制就是依靠国家政治权力的强制力,

通过自上而下的庞大的控制系统的延伸, 来实现社会政治秩

序的建构。在对社会矛盾的回应上, /这种模式强调控制而

忽视协调,重视集权而忽视授权,惯于包揽而疏于总揽, 偏重

打击而忽视预防,强化警力而忽视民力 0 [ 5]。由于缺乏社会

多元力量的参与和合作, 结果往往导致政府机构不断膨胀,

国家权力过分扩张, 既抑制了社会自我管理能力的发育, 又

造成政府权威的不断流失。所以, 依靠强力控制而建立起来

的 /统治型0 秩序是一种缺乏持久性和凝聚力的秩序, 因为

它压抑了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没有真正消除社会矛

盾的根源。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公民社会的

不断发展,这种稳定模式必然面临社会的挑战。

首先,政府权威因治理成本的扩张而流失。政府的权威

是建立在政府的利益整合能力和矛盾化解能力之上的。转

型期大量的社会矛盾如征地拆迁、职工下岗、拖欠工资等,都

是由于人民群众的利益损失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偿造成的。

面对社会转型期的这些矛盾和问题, 政府如果单纯依靠行政

手段的强化和控制系统的完善来回应社会的利益诉求, 则必

然会导致权威资源的流失, 降低政府的合法性。因为政府强

制力的膨胀,会导致公民社会的活动空间减小和社会利益受

损,埋下不稳定的隐患。同时, 强制力的使用常常是以国家

暴力机器的不断扩张为前提的,这必然导致社会治理成本的

扩张,进一步加剧政府权威的流失,正所谓 /对经济生活和社

会生活实施无所不管的强制性控制的背后, 往往隐藏着对现

代经济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向的无能为力。因此, 当经济结构

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或者由于种种内外因素的震动而使社

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很容易出现政治失控和社会无序状

态。0 [ 6]

其次,社会自我管理能力因政治强制力的侵蚀而弱化。

强力控制是以政府机构的一元化运作为前提的, 结果往往带

来社会自主空间的萎缩和社会自组织性的损伤。而建构政

治秩序,实现政治稳定关键在于开发体制外的社会资源、整

合社会各种力量,培育社会自我管理能力, 推进国家与社会

之间建设性的合作与互动。正如罗斯所说: /社会组织、社会

规范甚至是市场本身就是社会控制的重要方面。发达的社

会组织体系,如普遍的、独立的工会、教会、非政府组织等,能

够有效地起到民众与政府的中介和桥梁作用, 可以协调各个

层次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促进社会的团结0 [ 7], 而

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 政府就必须以合作、协商的现

代理念,协调利益矛盾, 聚合利益要求, 获得社会认同。所

以,公民社会的兴起, 意味着政府如果忽视社会领域的活力

资源的开发,忽视社会力量的参与和互动, 政治系统就不可

能有效地整合社会,实现自身持续的政治稳定。

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对传统统治型政治稳定模式的

冲击和挑战,使得变革政治稳定模式, 实现从 /统治型0稳定

向现代 /治理型0稳定的历史转化, 就成为社会转型时期政

治系统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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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和统治都是建构社会秩序的一种方式,但二者有着

本质性的分野。治理强调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建

设性的合作、互动关系,强调社会多元力量的广泛参与, 注重

社会多元利益的协调和整合, 使政治秩序的建构牢固立足于

政治系统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 ,使政治稳定的实现真正成为

多元力量的双向互动 ,而不是政府力量的单向控制。治理型

的政治稳定模式具有以下 4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政治稳定的

前提不仅依靠的是政府权力的强制力,而且更依赖政府权威

的合法性支持。权威来自社会的认同,而认同来自政府对公

民权利的尊重和保护, 这样就把维护政治稳定的着力点建立

在政治系统的利益表达与利益整合功能上。二是维护政治

稳定的主体是多元化的。治理型政治稳定强调国家与公民

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

构的合作, 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力量的互动, 实

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与稳定。三是政

治稳定的手段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控制是以强力为基础的,

而协调是多元利益之间的整合, 是从异质的、相互冲突的多

元利益中找到利益的汇合点,实现制度化的妥协, 从而建构

起一种长久的稳定秩序。四是维护政治稳定过程是一种持

续的互动。它不仅需要政府部门自上而下力量的支持, 而且

还需要公民社会自下而上力量的参与, 是一种真正的 /综合

治理0。

三  公民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政治稳定模式变革的路径

任何一个政治系统只有不断地完善其输入、整合和输出

功能, 实现与社会之间的有序互动,才能维系自身的协调运

行。当代中国, 政治稳定机制的运行离不开政治沟通机制、

政治整合机制、冲突调处机制和社会管理机制的合力支撑。

首先, 健全和完善政治沟通机制, 实现社会诉求有序聚

集。政治稳定是政治系统与公民社会之间不断进行良性互

动的过程。公民社会发展过程中带来的利益分化和重组, 必

然导致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利益诉求压力。政治系统就

必须构建起与社会公众之间畅通有序的政治沟通机制, 通过

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的政治沟通机制的有效运行,使各个

利益群体有序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要求,为政府调整不同群

体之间的利益矛盾提供充分的信息,实现社会诉求有序表达

和聚集。一要开辟和完善多元化的政治参与渠道,开发网络

等现代沟通工具的参与功能,整合信访工作资源, 完善信访

工作职能, 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吸纳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

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决策, 有效地实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

益。二要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和舆论缓释功能,新闻媒

体应运用自身的舆论优势, 反映社会生活的热点和焦点, 倡

导理性、平和、宽容的社会舆论氛围, 消除社会分歧, 达成社

会共识, 同时帮助政府收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为政府

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三要推进公共管理的透明化和制度化,

大力实行村务公开、厂务公开和政务公开等, 为人们对重大

社会问题的参与提供正常途径, 实现与决策部门的直接沟

通, 使各种社会意见得以整合, 凝聚共识。四要建立社会预

警机制, 完善社会预警系统,对可能妨碍政治稳定的重大社

会问题进行提前预警, 提高政治系统对社会环境变化的快速

反应能力,准确把握公民社会的发展态势, 实现政治系统的

协调发展。

其次,健全和完善政治整合机制, 提高政治系统的治理

水平。可持续政治稳定的实现离不开广泛的价值共识、明确

的规则制度、合理的组织和程序。因此,政治系统只有建立

起价值整合、制度整合和组织整合三位一体的政治整合机

制,提高公民社会不断壮大背景下的价值凝聚力、体制应变

力和组织吸纳力,才能有效实现社会力量不断发展下的政治

稳定。一要建立政治文化的价值凝聚机制。在矛盾交织的

社会转型时期,如何找到社会认同的生长点和多元利益的交

汇点是政治整合中的难题。政府必须高举社会公平正义的

旗帜,建立起改革成果的共享机制,使社会各个阶层、群体都

能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实现社会利益资源在社会各个阶

层之间的平衡分配。只有这样,整个社会的利益共识和价值

共识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政治系统才能实现稳定运行。二要

完善政治制度的利益整合机制。 /任何一个政治系统的稳定

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也取决于它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和有

效性。0 [ 8]政治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其是否反映和满足了社会

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所以,政治制度的整合实际上是多元

利益的整合。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整合主要是民主制度的

建设如完善选举制度, 适度推行竞争性选举, 拓宽政治参与

渠道,发挥民主党派等政治组织的参政议政功能等。只有制

度安排真正体现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 才能强化人们的认

同意识,提高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水平, 实现政治系统的有序

性、稳定性。三要强化政治体系的资源吸纳机制。实现政治

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对社会利益资源进行合理分配,

而这种合理分配以充分的政治资源为前提和基础。面对社

会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执政党必须始终坚持 /三个代表0重

要思想,不断推动执政体制、执政方式的创新, 在多元利益整

合中凝聚社会力量,把物质资源转化为支持政治系统稳定运

行的政治资源,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

再次,健全和完善社会矛盾冲突调节机制, 缓解社会转

型压力。政治稳定的关键不在于社会是否存在着利益冲突,

而在于是否具有调处社会冲突的经常化机制。当代中国,利

益分化和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社会冲突越来越表现为不同

利益诉求之间的冲突。化解社会冲突, 关键在于政治系统具

有整合多元利益的能力, 摆脱传统的强控制模式的局限, 建

构民主法治机制,是有效化解利益冲突、实现政治系统与社

会环境系统之间的建设性互动, 维持自身的协调运行, 维系

政治秩序长久稳定的根本途径。一要完善民主运行机制,以

理性化的态度对待社会冲突, 扩大公民民主参政途径, 推进

政治体制改革,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 强化权力运行的

社会制衡,使社会各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要求能够以合法的形

式及时表达出来,并通过广泛的协商来寻求共同利益, 缩小

利益差距,化解利益矛盾、消解利益冲突, 发挥民主的政治稳

定功能。二要健全法律调控机制, 建构法治政府, 推进依法

行政,规范公共权力, 维护司法公正, 保护公民权利, 建立公

正的法治化的社会冲突和矛盾的调节机制, 为社会各阶层和

群体提供公平的利益博弈平台, 化解多元利益冲突, 实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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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调节、规范功能。三要建设服务型政府, 提高政府公共

物品和公共福利的提供能力,促进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 打

造政府的道德形象, 发挥政府道德形象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培育公民的现代道德精神。

最后, 健全和完善社会自我管理机制 ,降低社会治理成

本。建立公民社会的自我管理机制是实现政治系统有序运

行的重要条件。当代中国, 公民社会的兴起, 为政治系统与

公民之间的良好沟通提供了一座重要桥梁,各种民间组织能

够及时地把其成员对政府的要求集中起来转达政府;同时又

把政府的政策意图和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转达其成员, 推

动了政府与公民的合作, 这样社会领域的活力资源不但得到

开发和利用, 而且社会政治秩序的长久维持也具有了现实的

基础, 并且降低了社会的运行和治理成本。健全和完善社会

自我管理机制, 不断提升社会自组织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

推动政治系统与社会之间的建设性互动一要完善社会的自

我调节机制, 着力培育公共精神, 延伸社会资本网络,积极推

动民间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国家应当完善社团立法,形成

民间组织健康发育的法律机制 ,逐步培育成熟的政治参与主

体, 提升社会的自治能力。二要提高公民的公民意识。通过

加强公民教育, 塑造具有健全人格和强健体魄, 民主素养和

法治观念, 权利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及公德心, 诚实的品质和

宽容的心态, 国家意识和国际视野等品质的现代中国公民。

三要在不断完善国家社会保障机制同时,积极培育民间社会

多元的支持主体, 建立有效的弱势群体社会支持机制,实现

国家力量与公民社会支持资源的有机整合,共筑维护社会政

治稳定的基石。

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壮大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实

现可持续的政治稳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二

者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过程。只有公民社会

健康成长和有序发展, 才能实现对国家权力的制衡和监督,

形成对市场缺陷的矫正和补充。公民社会与国家政权、市场

经济的良性互动是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根本保障, 也是中

国社会的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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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ing of Political Stability Patterns

in theD evelopm ent Process of C ivil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ZHANG Li- guo

( Yang tze N orm al Un ivers ity, Fu ling 408100, China)

Abstrac t:  The r ise and developm ent o f c iv il soc ie ty constitu tes the soc ia lm o tives o f chang ing the politica l stab ility patte rns in

soc ia l transition, w hich ca lls for transform ing governancem ode to regu la tion mode, im prov ing and perfecting them echanism of po litica l

comm un ication, po litica l integration, conflict m ed ia tion and socia lm anagem en t, to form the jo int strength to m ainta in po litica l stab il-i

ty.

K ey words:  civil soc ie ty;  po litica l stability;  paradigm sh ift;  gove rnance

19第 6期       张立国: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政治稳定模式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