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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 《论政治妥协———以价值为中心的分

析》一书，是目前书市上比较引人关注的

一部新著。因为政治妥协是人类社会中一

种常见的政治现象，而我国理论界过去对

此 还 缺 乏 深 入 、 系 统 的 研 究 。 作 者 选 取

“论政治妥协”作为研究课题， 表 现 出 在

理论上不畏艰险的勇气和创新精神。

政治妥协又是一种复 杂 的 政 治 现 象 ，

对它的价值判断容易引起分歧和争论。妥

协 往 往 是 对 既 定 立 场 、 主 张 的 某 种 “退

让”，从这一角度看也许它不是 一 种 “最

优”结果，再加上这种 “退让”是向矛盾

斗 争 中 的 “对 手 ” 甚 至 是 “敌 手 ” 做 出

的，在感情上尤其不愿承受。因此，人们

在评价妥协时往往会有意无意地着眼于它

的贬义，甚至把它与 “屈服”、 “投降”、

“背叛”等同起来，特别是在我 国 “以 阶

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政治妥协更容易被

贴上否定性价值判断的标签。客 观 地 说 ，

我们绝不能否定背叛性妥协这类消极妥协

的存在及其对社会进步的破坏作用，但同

样不能否定的是，并非所有妥协都是背叛

性妥协，恰恰相反，妥协在一定条件下对

社会进步与政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积

极作用。恩格斯曾批评那些企图一厢情愿

地 跳 过 “由 历 史 发 展 造 成 的 中 间 站 和 妥

协”而达到共产主义的革命者，说他们无

异于 “把自己的急躁当做理论上 的 依 据 ，

这 是 何 等 天 真 幼 稚 ”。 列 宁 也 明 确 指 出 ：

“不论什么妥协都一概反对，这 是 难 于 当

真看待的孩子气”。可见，对妥 协 我 们 需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切忌简单化和片面

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

们，人类政治是一种冲突政治，因此，怎

样淡化冲突或解决冲突，是政治的根本任

务之一，而妥协正是一种普遍遵循和经常

使用的达成社会一致的重要理念 与 机 制 。

在当代，随着各政治行为主体间交往的扩

展 、 利 益 分 化 的 加 剧 ， 冲 突 的 频 度 在 加

强，因此灵活高效的冲突解决机制对特定

政 治 共 同 体 的 生 存 、 发 展 有 着 重 要 的 意

义。就此而言，作为一种解决冲突的理念

和机制，政治妥协在人类政治生活中必然

有其特殊地位与作用。

进一步观察和分析， 我 们 还 会 发 现 ，

政治妥协与政治文明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

系。这表现在以下方 面 ： （$） 政 治 妥 协

是对零和政治的否定。在零和状态下，对

利益的激烈争夺难免导致 “人对人像狼对

狼”一样。就其理想状态而言，人类政治

不应该是一种一方所得必以另一方所失为

前提的零和博弈，而应是一种通过它各方

都有所获的正和博弈。而政治妥协通过各

方的谈判协商、互谅互让正有助于实现这

种 “双赢”、 “多赢”局面。 （!）政治妥

协是宪政的必然内容。在一定意 义 上 说 ，

宪 法 和 法 律 既 是 制 度 性 妥 协 的 安 定 化 装

置，同时也是对制度性妥协进行调整和重

构的契机。宪政就是在原则与妥协的张力

平衡中发展的。 （%） 妥 协 精 神 是 民 主 政

治的必要条件。民主政治承认并尊重人们

的利益追求，因而民主政治下冲突的频度

必然大大加强，在这一背景下，一种排斥

妥 协 的 政 治 文 化 必 然 导 致 民 主 政 治 的 动

荡、低效乃至灭亡。从一定意义上说，民

主政治是建立在协商、利益多元、尊重多

样性的基础之上的，民主政治必然是一种

妥协政治。 （#）妥协 是 实 现 个 体 自 由 与

权利的必要条件。各政治行为主体只有做

出一定的让步与妥协才能享有相应的权利

与 自 由 ， 正 如 法 国 学 者 让·马 克·夸 克 所

说： “个体权利与自由只能通过建立在妥

协与让步这一理念基础上的相互限定，才

能实现。”

正是基于对政治妥协的以上认识，作

者遂以价值分析为中心对政治妥协进行了

学理探讨。当然，要做好这一课题有相当

难度，但作者的探索还是比较成功的，其

研 究 成 果 具 有 明 显 的 理 论 意 义 和 实 践 价

值 。 我 认 为 以 下 几 点 是 值 得 肯 定 的 ： 第

一，在民主政治下，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

代主题的背景下，政治妥协对于社会政治

的运行在许多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

本论著的研究在总体上带有一定的时代性

和探索性；第二，从横向角度分析了政治

妥协的工具性价值、妥协盈余、实质性价

值，并在区分政治妥协的类型时提出工具

性妥协与实质性妥协、策略性妥协与战略

性 妥 协 ， 相 对 于 传 统 的 把 妥 协 只 视 为 工

具、策略的认识，有一定的理 论 创 新 性 ；

第三，论著从实然与应然两个向度对政治

妥协与民主政治的密切关联进 行 了 研 究 ，

提出政治妥协是培育民主政治的社会资本

的重要途径，这也是一种颇有价值的新见

解；第四，论著分析了政治妥协对于政治

发展的意义，提出通过不断的妥协也能有

效地推动政治发展，这对于传统的把你死

我活的暴力斗争视为实现政治发展途径的

认识，是一种补充，有相当的 学 理 价 值 ；

第五，在研究方法上，本论著坚持以马克

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

导，把规范分析与经验分析较好地结合起

来 ， 成 功 地 运 用 政 治 社 会 学 、 社 会 心 理

学、公共选择理论、比较史等方法，使政

治妥协这一复杂、抽象的政治现象的内在

意蕴比较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尽管我不认为这本书在所有方面都已

完美，但它也绝不是浅滩上的漫步；尽管

我对本书中的个别具体论点有所保留，但

我很欣赏作者的理论勇气和求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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