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2011 － 08 － 26
［作者简介］ 李建兴( 1968 － ) ，男，湖南郴州人，绍兴市社会科学院副教授。

第 12 卷第 5 期
2011 年 10 月

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12 No． 5
Oct． 2011

治理视阈下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优化

李 建 兴
( 绍兴市社会科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 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为推动重大目标任务的完成而经常采用的法宝。政治动员的实施，卓有成效地保证
了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许多重大目标任务的实现。然而，随着社会的转型，我党政治动员的基础发生
嬗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要继续发挥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优势，从治理理论的视角看，必须在遵循法治原则的基础上，
一方面，通过我党自身的努力，强化党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引领，提升党对社会的整合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与包括民间组织在
内的各种治理主体的合作，实现由单一政党的政治动员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动员转变。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政治动员; 社会转型; 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755( 2011) 05 － 0019 － 06

政治动员是指国家、政党或其他政治组织等政
治主体，为实现特定的目标任务而运用政治鼓动、舆
论引导、思想宣传以及群众运动等手段方式，寻求广
大民众的认同、支持而采取的行为及其过程。政治
动员是每个政党固有的功能之一，以政治动员的方
式推动重大目标任务的完成，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革
命和建设时期经常采用的工作方法。

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变革的不断深化，
我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管理体制以及社会主体的价
值观念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另外，随着法治理念的
深入人心，广大的民众对我们党和政府依法治国、依
法行政提出了更高的期盼和要求，原先他们一贯表
现出来的对党和政府决策所固有的感情认同更多地
被现在的“合法性”判断所取代。在这样的时代背
景下，要继续发挥我党政治动员的优势，就不能不立
足社会变革的现实，从治理的理念出发，对中国共产
党的政治动员进行优化。

一 重视政治动员是我党的一贯传统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作为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忠实信仰者和实践者的中国共产党，把群
众路线确立为党的根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即在
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都坚持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
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路线。政治

动员就是我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在推进重大目标
任务时的具体体现和有效载体，其实质就是要动员
和依靠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实现党在特定时期
所倡导的目标任务。政治动员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民群众有效开展实际工作的重要武器，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历来受
到高度重视。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地说:
“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
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
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
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1］513毛泽东
还进一步指出: “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
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
织起来，才有可能。”［1］564正是因为我们党长期坚持
不懈的政治动员，才推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
到伟大的革命洪流中，才使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
义革命取得了成功。

不仅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这样，在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同样一如
既往地重视政治动员工作。1951 年 1 月 1 日，中共
中央在颁发的《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
网的决定》中有一段这样的表述: “共产党员的天职
之一，就是随时随地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动员，以革



命精神不疲倦地去教育人民群众，向一切反动的和
错误的思想与主张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启发和提高
人民群众的觉悟。”［2］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曾经告诫全党: “我们
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
认真做好，不能放松。这项工作，各级党委要做，各
级领导干部要做，每个党员都要做。”［3］187江泽民在
谈到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时，也指出，“党的思想
政治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是宣传群众、教育群
众、引导群众、提高群众的工作。”［4］强调越是改革
开放，越要依靠宣传思想工作动员和团结群众。

近年来，在四川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
在以举国之力承办北京奥运会以及对口援疆援藏等
重大活动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党中央和地方各级
党委政治动员的威力。显然，不论是在革命时期、建
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
伟大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都非常重视政治
动员，并把它作为引导人民群众朝着党指引的方向
前进的重要手段。

有效的政治动员，对于增强政党内部的凝聚力，
鼓动民众，扩大政治认同，激发群众士气，吸引政党
内部的组织、成员以及广大群众投身到党领导的伟
大事业中去具有重要作用:

一是在政治上，政治动员可以增强政党内部的
凝聚力。任何一个政党或者政治组织，在进行政治
动员的时候，其目的和责任都是非常明确的。因此，
作为为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政治目的而走到一起
来的政党的各级组织及其成员，在明确的政治动员
目的的指引和责任追究的约束下，必然把工作的重
心和着力点放在政治动员所确定的目标任务上，群
策群力为着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从而促使政党
内部的各级组织及其成员团结一致，相互协同、和衷
共济，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以保
证政治动员目标任务的最终实现。中国革命和建设
的实践证明，凡是在面临重大的目标任务时，政治动
员往往可以促使党内空前的团结。

二是在思想上，政治动员可以推动社会各界形
成政治共识。政治共识是指政治共同体内部的各个
成员或者社会公众之间基于共同的信仰和追求，而
对某项政治活动、政治目标所形成的共同心理认同
趋向。只有达成政治共识，才能团结内部力量，争取
外部支持，才能推动重大目标任务的实现。所以，达
成政治共识是政党实现重大目标任务的前提和基
础。通过实施政治动员，对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成员
和社会民众进行宣传、发动，不仅可以内聚合力，而

且还可以使社会民众了解政党推进某项目标任务的
价值意义，从而赢得社会各界广泛的认同、争取民众
的支持，实现外聚人心。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组
织千千万万的民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将日
本帝国主义置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一个重
要的原因就是我党实施了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动员。
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所指出: “如此伟
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
不能胜利的”。

三是在行动上，政治动员可以鼓气提劲，推进政
治参与。任何一个政党或其他政治组织的任何决策
和意图，最终都需要依靠广大的群众来实施的。没
有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任何政
治组织的目标任务都可能无法实现。因此，一个政
党或其他政治组织要完成某项重大的目标任务，需
要在得到政治共同体内部成员的共同支持的同时，
还需要争取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

政治动员一方面通过思想发动、舆论引导，可以
将政党的思想意图内化为动员对象的信仰和追求，
从而起到理顺思想分歧，协调人际关系，凝聚社会力
量的功效。另一方面，通过形式多样的政治鼓动和
明确的目标任务的激励，可以激发动员对象的士气，
激发他们积极参与的热情和主动精神。可见，政治
动员具有“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促进社会
民众政治参与、调适社会的心理认同、维持政治稳
定”等功能［5］。

通过政治动员，可以统一思想认识，凝聚内外力
量，形成完成目标任务的合力，从而推动目标任务更
快更好的完成。

二 社会转型时期我党政治动员基础的嬗变

每个政党都有政治动员的功能，但是不同的政
党、甚至同一政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动员的成
效上往往存在差异性。这主要是因为不同政党或同
一政党在不同时期面临的政治动员的基础不同，这
些基础包括社会管理体制、政党的政治权威以及动
员对象的价值认同等诸多因素。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
体制、空前高涨的政治威望以及由于吏治清明、联系
群众、讲求效率所赢得的广泛认同是当时中国共产
党具有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的重要原因［6］。

改革开放以来，首先发端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的深刻变革，进而在我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方面
面所引发的全面而巨大的变化，推动了我国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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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社会的转型使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基础发
生了嬗变，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一) 在思想层面，社会转型使社会公众的价值
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随着社会的转型发展，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在一
定程度上受到冲击，其对社会的影响力和对公众价
值观念的引领能力相对减弱，社会公众的价值观念
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且越来越独立于社会主
流意识之外，具体表现在:相当一部分公众的公民意
识逐渐觉醒，民主意识、自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他
们不再盲目地追随权威，不再随意听从他人指挥，对
上面的号召与要求，也不再是简单、被动的执行，不
再是令行禁止，与上面保持步调一致，而是根据自己
的意愿、想法结合自身的利益需求决定采取相应的
行动;还有一部分公众受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导向
机制的影响，一切以经济为中心，要么在面对利益冲
突时，置国家大局、长远利益而不顾，将个人利益凌
驾于整体利益之上，要么对参与政治活动表现出一
定程度的冷漠，甚至袖手旁观。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上述思想观念的变化，使改
革开放以前，社会公众在面对党的召唤、在处理个人
与国家、集体的关系时，普遍表现出来的那种不计个
人利益得失、踊跃参与的政治热情，在当今市场经济
的条件下明显降温，这势必会制约新时期人们参与
政治动员的行动，甚至给我党政治动员的贯彻执行
带来不利影响。

( 二) 在组织层面，社会转型使我党的政治权威
性和影响力呈现相对弱化的趋势

客观地说，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在改
革开放以前，曾经一直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享有
很高的政治威望和影响力。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
会的转型、阶层的分化、广大民众政治理性的不断提
升，加上党内自身消极腐败现象的不断发生，中国共
产党这一政治组织整体的政治权威性和影响力呈现
相对弱化的趋势。

首先，社会转型时期，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涌
现，使我党需要面对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急剧增加，而
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唯一的执政党，自然处理这
些矛盾和问题的风险与责任就“理所当然”地由我
们党来承担。这些问题一旦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
决，人们对我党的执政能力就会产生怀疑，导致我党
的政治权威性受到削弱。

其次，社会阶层分化在一定程度上支解了支撑
我党政治权威性的阶级基础。传统的工人、农民、知
识分子是我党基本的依靠力量，也是支撑我党政治

权威性的阶级基础。然而，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
我国传统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分野被完全打破
了，在他们中间不断分化出新的社会阶层、新的利益
群体，改变着原有的利益格局。在这种背景下，一旦
我们党在现代化进程中采取的某一举措触及到某些
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利益，这些阶层和利益群体就会
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党产生不满，从而使我党原先在
整个社会公众中树立的政治权威淡化乃至在某些群
体中彻底消解。所以，如何在社会分化加剧的情况
下，最大限度地赢得不同利益群体的支持和认同，扩
大我党政治动员的群众基础，这是新时期要继续保
持我党强大政治动员能力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再次，改革开放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
极大地开阔了广大民众的视野，推动了广大民众政
治理性的不断提升，广大民众特别是社会精英从此
不再抱着迷信和盲从来看待我们的党，而是凭着日
益成熟的政治理性、凭着对我党领导和管理国家、社
会事务的绩效判断甚至凭着自身利益的满足程度来
评价中国共产党，这些为我党赢得民众的政治忠诚
和支持增加了难度，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我
党的内聚力和控制力。

此外，党员领导干部群体中腐败的滋生和蔓延，
严重地消解着人民群众对我党的信赖与信心，弱化
了党对人民群众的凝聚力、号召力，这也使我党的政
治权威性受到较大的影响。

( 三) 在社会层面，社会转型时期治理主体的多
元化使我党直接控制社会的能力减弱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在社会管理上实行的是“党
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社会管理的所
有权力都横向集中于党委，纵向集中于中央，各级组
织中的党委就是我国各级组织中唯一的权力机构。
这个唯一的权力机构、唯一的治理主体不仅管理着
国家的政治和行政事务，也管理着全部社会事务和
经济事务［7］，这种一元化的领导体制有利于实现全
国各级组织快速联动，有利于迅速调集大量的社会
资源，集中应对重大目标任务。正是因为在社会管
理体制上采取的是党的一元化集权领导，才使我党
在政治动员时能够一呼百应，在政治动员中发挥最
大的效力。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管理体
制已经由党的一元化领导转变为多元治理格局: 首
先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在政治体制上实行党政
分开，使政府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治理主体。随
后，我们在农村和城市分别实行村民自治和社区居
民自治，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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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在我国不断萌芽、发展。这样，党委、政府、各类
企事业单位和各种民间组织纷纷成为社会治理的主
体，我国社会实现了由一元治理向多元治理格局的
转变。

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由一元主体向多元主体的转
变过程，实际上就是社会管理权力从集权走向分权
的过程，而权力的分解必然削弱我党对社会资源的
直接掌控力，进而在客观上影响我党政治动员的
效能。

( 四) 在治理方略上，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使原
有的建立在“人治”基础上的政治动员模式面临
挑战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的

十五大提出的治国方略，是我党总结长期“人治”教
训后作出的正确选择。依法治国要求我们党的一切
活动都应当遵循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在宪法和法律
的框架内活动，决不允许以言代法，以强制命令代替
法律规范。具体到党的政治动员工作而言，就是要
求我党在进行政治动员时必须适应法制化的要求，
做到依法开展政治动员工作。这就需要我党对原有
的政治动员模式进行转型升级。

我国原来采用的政治动员方式属于“革命党”
的政治动员模式，是依托于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体
制、经济体制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领导体制下的政
治动员［8］，这种政治动员在具体形式上表现出的就
是行政命令式、政治斗争式和群众运动式等动员方
式，因而它在操作过程中非常注重强调群众运动的
作用，常常把群众性政治运动当成贯彻党的政策目
标的常规性手段，“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
群众运动是不行的”［9］。我国在“文革”时期的政治
动员工作基本上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推动的。“革
命党”的政治动员模式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以行政强
制命令来推动重大目标任务的实现，它属于典型的
“人治”。

这种政治动员模式在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
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还面临许多挑战的情况
下，适当加以采用还是有其必要的，但是在当今社会
民众民主观念、法制意识不断增强，特别是在我党把
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的时代背景下，它显然已经
不合时宜。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历史经验证明，用
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
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
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
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3］336。因
此，如何遵循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推动我党新时期

的政治动员工作由“革命党”的政治动员模式向法
制化政治动员模式转变，这是对我党的一大挑战。

总之，由社会转型引发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
基础的嬗变，对我党新时期的政治动员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三 治理理论: 优化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一个
视角

治理理论作为 20 世纪 80、90 年代以来，学术界
广泛应用于社会管理活动分析的理论，它强调治理
主体的多元化、治理前提的合法性以及治理过程的
协商性，认为有效的社会治理需要不同治理主体之
间的良性互动，即需要发挥不同治理主体在社会管
理中的作用，实现合理的分工协作。

以治理理论审视我党原有的政治动员模式，我
们不难发现，我党原有的政治动员与治理理论要求
的多元化、合法性、协商性是相悖的。在当前我国经
济社会已经发生重大转型变革的情况下，继续沿用
革命战争年代及计划经济时期单一政党强制命令式
的政治动员模式，显然会面临更多的障碍。因此，新
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要继续取得应有的成
效，就需要在以下几方面有所突破:

( 一) 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动员格局
随着民主法治的发展，政党与国家、社会、市场

之间分工越来越明确，与之相反，转型时期政治动员
中需要面对的各种问题却相对以前明显增多，而且
缠绕其中的利益关系也更加错综复杂。此时，单靠
一个政党的力量来推动重大目标任务的完成，必将
面临有限能力与无限责任的强烈反差，这就迫切需
要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共同参与，需要“更好地发挥公
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10］。
所以，各级党委政府应努力将包括民间社会组织在
内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纳入到新时期重大目标任务
动员机制建设的规划当中，真正构建起“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动员格局，实
现由单一政党的政治动员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
会动员格局转变，以最大限度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激
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整合各种社会资源。

实践证明，我国民间的各类社会组织作为最具
生机和活力的主体之一，它的自治性、民间性、志愿
性等特点决定了民间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管理过程
中，更容易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和认同，也能够更好
地实现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的有效动员，这不仅可
以帮助党委政府落实动员决策，减轻党和政府的负
担，而且还可以有效分担甚至化解社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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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推动动员的法制化
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略，

要求党和政府在实行政治动员时必须遵循法律规范
的要求，把政治动员纳入法制化轨道。目前，我国涉
及政治动员的法律法规仅体现在宪法、国防法以及
《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条例》等少数法律法规中，而且相关规定既不全面也
不统一，至于对民间组织、公民个人参与动员的规定
基本处于相对空白状况，与实现法制化的要求还有
很大的差距。

因此，一方面，我们应当加大立法的力度，建议
参考英、美、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立法的情况，研究
制订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紧急状态法》，明确党
委、政府以及民间组织等在政治动员中的法律地位
和各自的责权利，以实现我国紧急状态动员立法的
系统化、科学化。另一方面，各级党委政府要改变传
统的自上而下的、主要依靠行政命令的政治动员手
段，积极探索依靠经济手段、法律手段推进各类社会
主体协商互动、共同参与的社会化动员新模式，以调
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主动性。在动员过程中，各级
党委政府要始终把握好自身定位，专心做好把舵领
航和重大事项的协调，避免过多干预，杜绝将党委政
府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传统做法。

( 三) 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升党的社会整合
能力

政党权威的树立最终要靠政党自身的先进性，
只有政党自身建设好了，政党的政治权威才能树立
起来，政党的社会整合能力才能提升起来。所以，中
国共产党要努力加强自身建设。

一是要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重视把一切新
的阶层、一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承认党的
纲领和章程，自愿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组
织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先进分子都吸收到党内来，
并通过他们去团结、带动和影响新的社会阶层、新的
经济和社会组织中的其他成员，使党的群众基础扩
大到所有的阶层和组织，以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在
社会上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二是要提高党的基层组织的统领能力。党的基
层组织是我党进行政治动员最基本的网络，按照党
章三名党员就要建立党的支部的规定，目前我们党
的基层组织的覆盖面已经相当广泛，但基层党组织
“广覆盖、低能力”的状况普遍存在，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不出来。
必须在健全严密的党的基层组织网络的基础上，下
大力气不断提升党的基层组织政策宣传、组织发动

的统领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发挥党的基层
组织覆盖面广的实际功效，才能为广泛的政治动员
提供可靠的组织基础和社会空间。

三是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党内腐败现象的滋
生和蔓延是制约政党权威重建和强化的“顽疾”，如
果腐败现象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就会从根本上破
坏党的形象，降低党的威信，削弱党对社会的整合能
力。为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从严治
党，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努力重塑中国共产党执
政为民的良好形象。

( 四) 强化对意识形态的引领，夯实动员的思想
基础

意识形态在塑造社会成员的政治价值取向，并
通过政治社会化将其内化为人们的心理定式和行为
模式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针对转型时期社
会价值观念的新的变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大众社
会意识能力乏力这一现实，我们必须努力创新意识
形态领域的工作，强化主流意识对大众意识的引领。

一是要以海纳百川的包容态度，认真研究转型
时期社会价值观念的新动态、新特点，在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的基础上，创新和完善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
自觉把社会成员中的那些符合民族文化精神、符合
市场经济规律的新思想、新观念纳入到主流意识形
态框架中，使那些原来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社会
成员，在感知被主流社会认同的同时，逐步形成对主
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二是要创新舆论宣传和思想引导的手段，要紧
密结合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结合社会的热点、焦
点，特别是要结合当前事关群众生产、生活的民生问
题的解决，以具体的事实、以群众熟悉的典型，并借
助群众熟悉的语言，来增强主流舆论的说服力和影
响力。

三是要创新对社会舆论引领的形式，除了利用
传统的广播、电视、报纸引领正确的舆论导向外，还
可以通过唱红歌、看红片、比今昔、搞演讲等多种形
式，努力营造舆论宣传的良好氛围。鉴于互联网、微
博以及手机短信等新型传媒给社会带来的广泛影
响，我们要对这些新型传媒给予特别的重视，要强化
舆情监管，牢牢把握新型传媒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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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CPC’s Political Mob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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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litical mobilization ( PM) is a preferred magic method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CPC) to promote the
completion of the major objectives and tasks，and its implementation ensures our party has effectively fullfiled many important objectives
and tasks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war and in the course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However，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ety，the
basis of PM in our party has changed． In this background，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 theory，if our party wants to make the
most of the advantages of PM based on the rule － by － law principle，on one hand，our party must strengthen the party’s guide to social
ideology to improve our party’s social integration ability through own efforts; on the other hand，our party can transfer from a single －
party PM to a multiple － subject social mobilization by means of the cooperation with a variety of governance subjects，including non －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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