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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首先就要加强党的执政资源的建设。当前，党的执政资

源面临着大量流失的现象，严重制约着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为此，切实保护和加强党的执政资源

的建设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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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系到保持党的先进

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关系着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

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不仅

富有新意，而且进一步深化了党的建设的理论，对于

一个执政党来说，只有不断提高执政能力，才能巩固

执政地位。正如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保护好自

然资源一样，中国共产党要不断增强执政能力，长期

执政下去，就必须切实重视和保护好党的执政资源，

加强党的执政资源建设［1］。

本文所讨论的党的执政资源，主要是指执政的政

治资源。即可以影响政治变迁，维护政治稳定，支持

政党参与政权，推动政治发展的非物质因素的总和。

一、党的执政资源现状和流失现象

将我们党放到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去考察，党执

政的资源既呈现出丰富而复杂的格局，同时，又出现

了不容忽视的执政资源流失的现象。

首先从政治理论来看，我党的政治理论是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在长达一个世纪，在欧洲各国革命斗争

的基础上凝聚而成的，又经过中国几代领导人的继承

发展，从而构建出的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是因为

我们党处于执政的地位和长期一党执政现实，政治理

论又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相互融合，不可分割，

并日臻丰富，进而在党内形成了完整的对世界自身的

认知体系和理论依据，即意识形态，并通过执掌国家

政权上升为主流意识。从组织资源来看，我们党的

6600 余万党员，通过高度严密的组织形式，形成了一

个在社会各个阶层分布的格局。党内通过民主集中

制原则及数十年的运作历史形成了一套严密的酝酿、

决策、吸纳、表达、规范、控制机制，使得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得以贯彻实施。从执政地位来看，中国共产

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其代表工人阶级的政治势力，全

面控制政治国家，从而使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

其主要方式是领导国家权力和行政机关，对军队实行

一元化领导等。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份、

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出现，以及

执政方式的探索和变更，外部利益集团的压力等因素

的影响，导致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政党政治功能的淡

化，行政控制能力的弱化，以及党内自身的少数个体

异化等现象，致使一部分执政资源正在流失，这突出

表现在：

第一、意识形态能力弱化。20 世纪世界经济和

社会局势的深刻变化对党的传统主流意识形态提出

了全新的课题，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在共产主义政治理

论中国化及根据历史与现实进行新的发展方面取得

了重大突破，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及“三

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但是，在利益格局多元化与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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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偏好明朗化的今天，由于意识形态的导向力与价值

观念的作用力的弱化，社会评价失范，政治观念落后

等因素的关系，意识形态的统率能力已经难以取得以

往那种高度“一致性”的效果。加入 WTO 后，中国面

临其他 130 多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这些都

是与我国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针锋相对，这些以文化传播为渠道、以经济繁荣为

表现的西方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时无刻不

以各种方式对我国进行渗透，并提出要实现思想文化

多元化，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地位，无疑也会

导致意识形态的弱化。

第二、组织内部少数个体的异化。由于利益差

距，价值观念的影响，少数个体的理想信念便可能发

生嬗变、变异，其行为当然也会发生变化。从思想作

风低劣到违法乱纪再到结党、营私、作恶等都显现出

了个体变异现象。而且这种个体的变异是具有扩张

性的，它很可能在组织内得到繁衍。从近年来违纪案

件的持续上升可见一斑。1990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

关共查结案件 130414 件，其中有 4092 名处级干部，

327 名地厅级干部，17 名省部级干部；2000 年，全国纪

检监察 机 关 查 结 案 件 136161 件，其 中 县 处 级 干 部

4146 名，地厅级干部 331 名，省部级 21 人，2001 年纪

检监察机关查结案件问题 174633 件，其中县处级干

部 6076 名，地厅级干部 497 名，省部级干部（不含军

队）16 人，其中因腐败问题而被查的 10 人（见《中国

纪检监察报》）。

第三、权力运作失范化。权力运作的失范将使国

家肌体受到破坏。因为执政权力是通过政治渗透到

经济社会各个角落的，而变异的权力会通过国家机器

聚敛财物，压迫弱小，侵害他人权利，从而破坏执政党

对国家的统治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

第四、利益关系的分化。如地方利益集团的出

现。所谓地方利益集团指的是与其上一级行政建制

相对应的，掌握与国家利益相关的利益主体。政党控

制下的国家往往会因为激发地方社会发展的内源动

力的需要，让地方掌握部分社会资源和财富，而地方

利益集团往往会为了利益最大化，通过内部互诱和积

累扩张等控制途径，达到地方垄断的目的。执政党与

政府的主张被集团抑制在外部，党政组织在集团内部

被排挤、扭曲、压制或简化，使整个政治格局被分解为

条块分割的局面，这种被称为“地方保护主义”的行为

已困扰我国多年。还有一部分执政资源则可能被势

力集团所掠夺。所谓势力集团是指合法掌握较多社

会财富，并可以通过非正当途径参与政权和分配利益

的团体，这些势力集团往往分布在基层，通常是私营

企业主，村企合一的农村领导，家族制管理企业的领

导人等，他们可能会通过把持基层选举，贿赂地方官

员，抗拒行政命令等方式在政权内培植代言人，用权

钱交易等非法手段来降低生产经营活动的成本，提高

非法所得，阻碍物质资源的合理流动，以及消解基层

政权的控制力。还有如部分中介组织、社会团体、黑

社会组织也有可能侵蚀我党的执政资源。

二、党的执政资源的流失，已严重地影响

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当前，党的执政资源的流失已越来越严重地影响

着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

第一、破坏政党的合法性。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

八十多年奋斗，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

建设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期

望、信任、拥护形成了巨大的向心力，这种向心力是中

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体系中形成不可动摇的领导地

位的基础，成为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然而，执

政资源的不合理流动伴生的组织内某些个体变异，社

会凝聚力下降，政治动员力弱化及政权规范能力退化

现象，将可能会损害我党的政治合法性，继而影响执

政能力的提高，执政地位的巩固。

第二、破坏党的执政能力。所谓执政就是执掌国

家政权，使党的意志通过国家机器得以表达，而我们

党的执政方式是特殊的，一方面，通过重要的立法提

案与重要人事推荐权自上而下推动行政权力，把握政

治体系构造，推动政治体系运作；另一方面，通过基层

党组织对基层组织的领导，自下而上同国家政权体系

衔接，从而建立全方位的政治体系。而执政的初始合

法性是通过党内民主选举和国家权力机关民主选举

获得的。对代表资格问题，代表关系问题，选举表决

程度问题等的争议，表明一直对这一初始合法性存有

疑问，还有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国家财政能力的软弱，

行政规范能力较低，文化整合力不强，宏观经济政策

失衡等方面的因素，都将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加上官

员的腐化是公众对执政能力的最大疑虑，直接影响着

政党的执政政权效应。

第三、动摇党的阶级基础。首先，我党所控制执

政资源的流失和利益关系的非正常分化，直接导致党

内富裕群体的产生。这部分党员的经济地位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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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拉开较大距离，党的宗旨原则的一致性将因经济地

位和收入差距扩大引起的巨大差异而受到挑战，部分

执政资源的截流和移位，使原先牢固的政治利益关系

可能因此发生某种程度的动摇。工人阶级的一些利

益可能因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而被调整了，一部

分工人的生活水准降低幅度较大甚至下岗，部分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减弱，工人阶级内部对这部分人的认

同感慢慢淡化。加上社会发展态势日趋复杂，利益关

系错综复杂，党的肌体变异最可能影响我们的阶级基

础，从而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第四、消解党的意识形态。我们党通过执政后确

定政经一体化和政治社会化的方式使共产主义意识

形态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并与国家法律相结合，一

方面渗透到社会公众中去，以作为人们的观念、思想

意识、行为规范等具体形态显现，努力推进依法执政，

从而证明政权的合法性。但是私有观念的萌生，共产

主义信念的动摇，对党的理论的困惑都可能会在一定

程度上破坏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和一致性，而与部

分党外社会成员的个人至上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

义、实用主义、虚无主义等所形成的价值观念相契合，

从而影响社会风气，从外部挑战主流意识形态，这些

非主流意识形态往往在政治变迁的特殊环节，在社会

转型的特殊阶段恣意显现出来，破坏原有的一致性与

共识，破坏团结与稳定，进而影响部分立场不坚定的

党员，从而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三、防范于未然，切实保护好党的执政资

源

执政资源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基础，

我们党的执政资源的流失在一定程度上是现实存在

的，如果不加以整治和规范就会加大引导社会发展的

难度，降低社会整合能力，更不易在全社会形成统一

的政治行为规范和道德评价体系。对党的执政资源

的流失的治理，必须从党内入手，建立严格的党内秩

序，强化党内法律的制度，执行、遵守与维护各项环

节，调整好全党的工作状态，然后进一步通过国家立

法确定行政体系的运行规范及党政联动的运行机制，

规范公务员行为，加大党政官员违法行为的查处力

度。建立党内、国家、公民与传媒结合的多层次的监

督体 系，从 而 使 党 的 执 政 资 源 难 以 非 法 移 动 和 异

化［2］。为此：

必须全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党的建设是关系

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大事，规矩非从严不足以正

源流，力度非加大不足以护权威。首先要强化党的理

论建设。党建理论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

灌输、说教，它要最终在党内建立完善的道德信任和

诚恳忠实。新时期的党建理论无论从规范还是从经

验出发都必须紧扣这一环。所以首先必须加紧对经

典党建理论与邓小平党建理论，特别是江泽民同志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与挖掘，逐步摒弃个别过

时结论的束缚，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加强在党内

培育高度一致的理论热情和认同意识，并积极鼓励党

员的理论探索与创新的理论教化行为。其次是加强

党的组织建设。应该加紧对新时期工人阶级内部的

一些状况作详细的调查研究，切实评估其内部的产业

工人知识分子、干部、企业经营管理者等各社会群体

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精神信

仰情况，以期得到第一手的数据。同时，按照十六大

提出的“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

度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的要求，在党内建立健

全意愿表达体系的民主选举程序，逐步在基层实现普

选。应进一步加强对党员党内生活行为、影响的全方

位监督，建立定期评估制度。再次要加强党内法制建

设。我们党是一个按严格纪律组织起来的政党，党员

人数众多、组织机构庞大、党内关系十分复杂。将党

内关系制度化、法制化已成为全党的共识。党章是党

内法规中的宪法、母法，另外还需要大量的子法，以规

范党员职权和职责，确立处理党内事务的方法和原

则，其中党内刑法的制定要加快，对党内的经济冒险、

政治投机、文化欺骗、人格背叛等行为要做出更加严

厉的处分。这是保证党的执政资源在党内不产生移

动和变异的根本方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

出台了十几部党内法规，已经对党内关系的调整和规

范，特别是对党员的监督与控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要促进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与一致，依宪、依

法治国已经确立为我党的治国方略。但是凝结于历

史瞬间的法律法规都需要在法治的实践中进行调整

和更新。党员和干部是通过国家机器掌握物质资源

的，同时受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双重管辖。在党

内法规的制定时应充分考虑两者的协调一致，以体现

党内程序的先导作用及国家法律强制力的保障作用

之间的层次性与一贯性。这样，两者的衔接才能实现

对党员从党内到更广阔的社会实践的全过程监督。

必须完善党的执政机制。这对于加强党的执政

资源建设是至关重要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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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与党的执政方式的部分调整，

整个政治体制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要切实保护好

党的执政资源，就必须完善党的执政机制。

首先，我们党从通过掌握政治国家全面控制社会

的物质资源转为通过领导政治国家间接控制社会物

质资源，原来的政治高度一体化的格局已经打破，这

就是说，党内的领导体制必须完善。解决党内领导体

制上存在的问题，一是要健全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

度，树立并维护党的代表大会作为党内最高领导机关

的权威地位。要按照十六大提出的“扩大市、县进行

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

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切实做好

工作。二是健全和完善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确保党的

委员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权。三是对其各自的职责

进行明确规定，做到权责相符，充分调动全党的积极

性，才能够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其次，党内的领导方式必须完善。这里面，最重

要的是通过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民主化来呵

护党的执政资源。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民主化，不仅

对人民民主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而且是现代民

主政治的发展趋势，是我们执政的本质，也是加强党

的执政资源建设的重要途径。我们党执政的最根本

的目的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因此，领导方

式和执政方式的改进是以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为前

提，而民主正是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最好手段和途

径，是加强党的执政资源建设的必然选择。从世界上

一些执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看，一个党的执

政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的特点，我们应该吸取这些教

训，只有通过改善党的领导方式，最大限度地赢得人

民的支持、拥护，才能有效地保护我们党的执政资源，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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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 on Strengthening the Party Construction of Resources in Power

HUANG Ming - zhe LAI Hong
（CPC Ganzhou Municipai Party Schooi Ganzhou 341000 China）

Abstract To strengthen the Party construction of abiiity in power，the first is to strengthen the Party construction of
resources . At present，the Party resources in power is faced with phenomenon of huge drain，which seriousiy restrict the
Party construction of abiiity in power，so it is urgent and important to protect and strengthen the Party construction of re-
sources in pow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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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ic Commerce Creates the New Model in Logistic Management

LIANG Dong - shu LU Ying - jin TANG Xiao - wo
（UEST 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Abstract E-business has been promoting the transform of enterprise Logistic operation methods and infiuencing the
deveiopment of Logistic enterprise deepiy . To modern iogistic enterprises，the future deveiopment of E-business depends
cioseiy upon the modei of Enterprise Logistic management . However，current rapid deveiopment of E - business in China
has exposed the iag of its Logistic system. It is urgent to resoive the probiem；otherwise the future deveiopment of China’
s E-business couid be iimited. In this paper，we anaiyze the reiationship between E-business circumstance and modern-
ization enterprise Logistic . Furthermore，by using modern Logistic theory and method，we discuss some probiems in B2C
and B2B that couid be improved and innovated for enterprise in E - business modei .

Key Words E-business； modern Logistic management modei；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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