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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

民主与法制建设
,

公共安全与预防犯罪
,

以

及对妇女
、

儿童
、

老年人
、

残疾人等社会群体的保

护等等
。

第三
,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理解社会发展
,

认为

社会发展是包括经济
、

政治
、

文化
、

环境等全部社

会现象和社会活动的大体系
,

即包括物质文明与

精神文明的全部内容
.

我赞同这种客观的理解
。

这

种理解不但 日趋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过程
,

也有

益于 人们制定促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 展内在统一

的政策
。

就实际情况看
.

今年 3 月份召开的联合国社会

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所讨论的中心议题
:

减少贫困
,

增加就业
、

促进社会融合
,

既是社会问题又是经济

问题
。

今天
,

理论界 和政策界许多人在思想上 已认

识到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发展问题还应包括政治
、

文化
、

环境等诸多内容的整体过程
。

在
“

经济发展

是社会发展手段
、

条件
、

基础
,

社会发展是经济发

展宗旨
、

目的
”

这一点上也达到 了共识
。

在第三种宏观意义上理解社会发展
,

即把经

济包括在社会发展范围之内
,

在理论上有何意义?

在理论上
,

它会促使人们认识到经济活动本

身除去有经济意义以外
,

更具有社会方面的愈义
。

促使人们认识到对经济活动的评价不仅要有经济

指标更要有社会发展指标 ; 促使人们认识到社会

发展指标不是仅仅评价经济以外社会现象的
.

社会

指标
,

它还是经济发展的社会指标
,

即经济发展不

仅要有经济指标
,

更要内在地服从社会发展 目标

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
.

换言之
,

不是经济活动
、

经

济目标独立于社会发展之外
.

待经济取得结果之

后再服务于社会发展
,

而是经济活动
、

经济过程的

每一步骤都尽力服从社会发展目的
、

齐旨
,

遵循社

会发展规律
.

在理论上
,

它还会促使人们认识一方面
“

经济

发展
”
是

“

社会发展
”

的条件
,

另一方面
“

社会发

展
”

也是
“
经济发展

”
的真实基础

.

2。 世纪下半期

以来
,

人们经常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

说要重视人

力资本投资
,

说教育立国
,

说经济发展的文化力量
,

很显然
.

不论是第一生产力
、

人力资本还是教育立

国
、

文化力量
,

归根结底就是真正的经济发展要莫

基在社会真实发展基础上
,

奠基社会的教育
、

科学
、

文化真实发展基础上
.

社会的健康
、

稳定
、

谐调基

础上
,

而不能凭资源投人和短期行为一时取巧
。

除了理论意义之外
,

从第三种意义理解社会

发展也有助于我们制定促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内在统一的政策
,

促使我们重视对经济活动的社

会发展指标规范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

使我们重

视人力资本投资和加强经济发展基础
。

重 视 政 治 发 展 问 题 研 究

行政学院教授
、

博士导师 王惠岩

政治发展理论是战后 50 年代兴起的一个新的

政治学领域
,

它的主要背景是战后一些新兴的独

立国家的出现
,

这些国家向何处去
,

怎样使这些国

家走向西方民主道路
,

这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

家
、

政治学者所关注的问题
。

在这种条件下
,

就产

生了主要为发展中国家设计的走向西方民主道路

的政治发展理论
。

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并不是一

种模式
.

有许多学派
,

它的内容也比较复杂
。

流传

于我国的主要观点是政治系统理论
、

政治制度化
、

政治多元化
、

政治发展 与政治文化等理论
。

如果单

纯地用这些理论来研究我国的政治现象是不符合

我国的国情的
.

·

8 0
·

根据我个人的意见
,

在我国开展政治发展的

研究
,

应从两个方面进行
。

一是政治发展理论研究 ;

二是政治发展对策研究
.

关于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
。

政治
,

简要说
·

是指统治者凭借咚治权力对社

会进行统治或称管理的活动
.

它包括三个层次
:

第一
,

谁来统治管理
。

这是政治本质问题
,

具

体表现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总格局
。

所谓政治总格

局
,

是指一个国家的代表各阶级
、

阶层以及其它群

体的政治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及运行机制
.

在我

国就表现为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政治组织所

构成的人民民主专政体系
,

其中特别是中国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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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

其它国家则

表现为
,

各种政党制度以及利益集团
、

政治角色
、

政

治参与等理论
,

都属于这个层次
。

第二
,

怎样统治或管理
。

这是政治形式问题
。

具

体表现为行使政治权力的方法问题
。

统治者所以

能够对社会进行统治或管理
,

主要依靠政治权力
。

从有政治以来
,

任何政治权力都是由三种权力构

成
.

即立法
、

行政
、

司法三权构成的
,

所不同的是

三种权力的关系不同
.

如果三种权力中
,

行政权高

于立法
、

司法两权
,

则形成专制的政治制度 ; 如果

立法权行政权
、

司法权平行制衡
,

就形成三权分立

的政治制度
;

如果立法权高于行政
、

司法两权
,

则

形成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制度
。

从政治权力的发
.

展规律来看
,

民主政治的发

展
,

主要体现于立法权的发展
,

代表民意的立法权

高于行政
、

司法两权的政治制度
,

应当是最民主的

政 治政度
。

我 国的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是 民主集中

制的政治制度
,

现已建立 40 年
,

正在不断完善
。

但

总觉得完善的力度不够
.

而且缓慢
。

原因何在 ? 这

除了我国的经济
、

文化发展的程度制约外
,

我认为

这里主要是我们对国家权力机关的认识有个观念

转变问题
。

从政治实践上说
,

我们党过去在革命和

计划经济建设的年代
,

在行使政治权力中
,

主要运

用政府
.

即行政权力
,

把参议会
、

人民代表大会
、

政

治协商会等都作为咨询机构
。

同时
,

原苏联的模式

也是重视部长会议
’

(行政权 ) 而轻视最高苏维埃

(立法权 )
,

这对我们也有影响
.

从理论上说
.

过去

我们总是批判资产阶级议会是
“

清淡馆
”

.

批判修正

主叉是
“

议会谜
” .

因此
,

在理论上轻视议会的作用

的观念尚未完全转变过来
.

其实西方国家的议会

发展到现在
,

不能再把它叫
“

清淡馆
”
了

,

随着西

方民主的发展
,

它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
。

目前在我国行使政治权力中
,

如何更好地运

用立法权
,

如何加强与改善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

与作用
,

是我国政治发展的关键问题
。

如果切实改

善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与作用
,

这就涉及选举制

度
、

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素质
、

国家权力机关

行使宪法权力的形式
、

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性等

一系列问题
。

第三
,

管理什么
。

这是政治统治的内容或管理

的范围问题
,

主要表现为政府职能
。

过去讨论的

“
小政府大社会

”
或

“

大政府小社会
”

等问题都属于

政治管理的范围问题
。

在管理范围上
,

各种政府管

理的范围大体一致
,

只是侧重面不同
`

政府主要管

理人与人之问的全局性关系
,

包括政治
、

经济
、

文

化
、

社会生活等全局性的关系
。

所谓全局性
,

是指

国家与社会存亡的大问题
,

这是说
,

凡涉及国家与

社会存亡的大问题都是政治问题
。

80 年代以来
,

生

态危机引发了人类对 自身发展危机的严肃思考
,

政府的管理就不能不包括人 与 自然界的全局性关

系
。

关于政治发展的对策研究
。

第一 在研究哪些因素决定和影响政治发展

方向
.

如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 ; 文化传统与政治文

化 ; 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 ; 政治集团成员的素质 ;生

态环境
;
国际环境等

。

研究这些因素对政治发展的

决定与影响
,

是属于战略决策研究
.

第二
,

要研究政治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

和阻碍因素
。

如失业问题
;
通货膨胀问题

;
政府成

员腐败问题 ; 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以及其它各种

不安定因家
,

这些因紊的特点是暂时的
,

可 以解决

的
,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属于政策研究
。

这两个方面研究的 目的
,

正像恩格斯所说的
“

把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
” ,

用现代语言来说
,

就是研究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关系
。

社会持续发展需要理性化的公共权威

行政学院教授
、

博士 周光辉

处于 变革时期的中 国
.

一方面整个社会呈现

出无限的生机和 活力
,

另一方面也孕育着各种危

机
。

从政治的角度看
,

最大的危机就是公共权威的

流失
。

所谓公共权威
,

主要是指政府的权威
,

也包

括公共意志的象征
,

如法律
、

公共政策的权威等
。

公共权威流失的主要表现
:

一是在各个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