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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生态刍论* 
 

徐玉生 
（江南大学  江苏无锡  214122） 

 

摘要：互相制约的执政主体与执政客体的耦合构成执政生态系统，健康的执政生态能强固执政党的执政地

位，而不健康的执政生态则动摇甚至颠覆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其健康与否的评估指标有政党生态、党内生

态和社会生态等三个一级指标及其分解得的九个二级指标。中国共产党目前的执政生态总体上是健康的，

但存在某些“病毒”和“亚健康”的症状，可以从加强多样性建设、强化健康因子、走“资源节约型”道

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等方面优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生态，实现长期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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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们深知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黄炎培老先生曾经用“其兴也勃

焉，其亡也忽焉”警示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总结各国执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惨痛教训，

在生态学视角下正如机能衰竭会导致有机体寿终正寝、自然生态的恶化必然伴随生态危机甚

至灾难，执政生命的终结正是其执政生态不断恶化的结果。因此，通过评估找出执政生态中

的“病毒”，对症下药地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治理，产生抗体增强免疫力，健全执政生态的功

能，是执政党具有旺盛的执政生命力从而实现长期执政的前提和保障。 

 

一、执政生态的内涵及构成 

要对执政生态的内涵进行科学界定，当然得立足于执政。执政，简单说来就是指掌握和

行使国家权力的行为，这一行为的主体即国家权力的掌握和运用者就是执政主体，其个体形

态是公务员，集合形态是政府，在政党政治中还包括执政党及其组织。这一行为的作用对象

就是执政客体，其个体形态是公民（包括自然人和法

人）和非政府组织，集合形态是公民社会。 

执政主体与执政客体的相互关系如图 1。执政主

体通过发挥执政能力（主要表现在对执政资源的利用

和开发）依靠国家权力规范、领导和指挥客体的行为，

执政客体通过对执政主体权威的服从和对执政结果的评判（综合表现为执政合法性）制约执

政主体的行为直至决定拥护或颠覆其执政地位，这种互相制约的执政主体与执政客体的耦合

就构成了执政生态，简言之，执政生态是执政主体与执政客体相互作用并有机融合构成的系

统
[1]
，这一系统由政党生态、党内生态和社会生态等 3 个子系统构成。 

政党生态是指政党制度及各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党的建设辞典》对政党制度的解释

是：通常指在国家法律规定或实际生活中形成的各个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的各个政党之间的

关系
[2]
。王长江教授认为我们所说的政党制度实际上是指政党体制（Party  system），其含

义是指随着政党的出现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政治系统，通俗地讲就是政党从政模式
[3]
。本

文借鉴上述观点把政党制度定义为：在政治系统中对政党存在及其活动的法律规定和体制安

排。在我国历史上，“党”曾为政治系统排斥，所谓“结党营私”、“君子不党”、“朋党之罪”

等，“党”的存在是非法的，更是无法开展活动。放眼全球，政党成为政治系统的轴心，不

过两三百年时间，肇始于英国威廉二世王位继承权之争，上世纪初传入中国，其时我国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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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执政生态的内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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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立，不下百数。 

从体制安排来看可以将政党制度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一党制是只允许一个党

派的合法存在，其他党派均是被控制甚至被取缔的对象，如墨索里尼 1926 年取缔了除法西

斯政党以外的一切政党，只有国家法西斯党是当时意大利合法的政党；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

也解散了除纳粹党（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外的其他政党；二战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

尤其在非洲的一大批新独立的国家以民族主义为核心建立了一党制。两党制是指只有两个势

均力敌的党派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其他党派即使存在也对这两党地位的影响几乎可以忽

略，有以英国为代表的议会内阁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总统制两种典型。多党制是指存在着三

个以上的政党，其中没有一个政党能长期保持绝对优势，一般情况下需要几个政党结成联盟

来组织政府，法国是其典型。 

从政党关系来看，有毋容、竞争、合作等类型，如我国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视共产党为

敌人，妄灭之而后快，是为毋容关系，这种关系下执政党不允许其他党派存在，因此其制度

目标是一党制。在实行两党制的制度下，两大党派之间多为竞争关系，表现在选举中取得议

会的多数席位或当选为总统的即为执政党，另一党为反对党或说在野党，但其合法性受法律

保护，执政党亦无取缔反对党的目标。在多党制的条件下，各党派为执政而竞争，但无具有

明显优势的党派，因此他们竞争中有合作。合作关系是一种新型的政党关系，以我国目前共

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为典型，基本特点是存在多个党派，各党派之间有共同的根本利益，

其中一个党派在意识形态、组织力量、执政资源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从而居于主导地位。 

党内生态主要是政党内的组织架构及其规范以及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党员及其骨

干和组织架构是她的物质要件或者说“硬件”，政党的意识形态、原则规范和领导体制是她

的精神要件或者说“软件”，实际上这些“软件”也是属于广义的组织范畴，因此党内生态

的基本构成可以概括为党员、骨干和组织三个要素。 

党员是政党的最基本的要素，是党内生态的细胞，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同的政党对其

党员的要求有天壤之别，有些政党对其党员没有任何要求，只要个人愿意都可以加入其中，

如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均是如此；有些政党对其党员有明确的要求，如英国保守党要求其

党员拥护党的目标并愿意交纳党费；有些政党对其党员有严格的要求，不仅在加入时要经过

严格考察，加入后也要服从党的意识形态、遵守党的各项规章制度，如中国共产党。 

骨干是政党活动的主要力量，是党内生态的躯干，一般说来政党目标的实现、组织机构

的日常运行、政党功能的维护等都要依靠骨干才能完成，因此大多数政党对骨干比普通党员

有更严格的要求和标准，也享有一般党员所没有的特殊权利，例如在新加坡只有骨干才有权

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出席每月一次的定期会议。 

组织对党内生态的意义有两个方面，从组织架构、活动场所等物质形态来说是政党活动

的通道和载体，不同政党在这方面有巨大差异，有些政党组织结构松散、平常基本无活动，

或者其活动只是集中在党的领导机构和骨干中间，如美国的两大党派除了竞选期间登台演

出，平时则基本不见踪影；有些政党则组织结构严密、组织制度健全、组织活动有严格要求，

如中国共产党。从精神形态来说，组织是党内生态的中枢，是政党活动的“软件”，政党的

意识形态是政党的黏合剂，把具有共同政治意愿的人们聚合在一起组成为政党，也是实践政

党价值目标的基本工具，具有导向、辩护、凝聚、动员、约束等功能，这些功能可以归结为

支持和整合两项基本功能
[4]
。组织原则是把政党的成员以及骨干按照政党的政治目标和要求

有效地组合起来的制度规范，其核心是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领导体制是为了实现政党的目

标而建立起来的管理系统，其核心是授权关系，对执政党而言还包括政党与政府的公权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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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 

社会生态主要是执政党与社会公众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相互关系，包括党群关系、党媒

关系、党与 NGO 的关系等。党群关系是社会生态的核心，在现代社会中一方面群众离不开政

党，政党是群众参与政治活动的工具，另一方面政党离不开群众，离开群众的支持，政党将

寸步难行，与国家政权渐行渐远，因此也可以说党群关系的实质就是执政的合法性
[5]
。 

政党与媒体的关系有一个发展过程，政党执政与国家治理并非一定得依赖于大众传媒的

舆论影响，但现代政治活动中的政党必须考虑其影响力，通过大众传媒这一公共参与、公共

表达设施，使得执政党、政府与民众社会保持良性的互动关系
[6]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媒体对政党的意识形态传播和强固、政党组织结构、活动方式、政治动员等方面带来了许多

新的机遇和挑战，各国各类政党都非常关注对传媒的利用和控制，在我国“政党与传媒之间

的关系，不是政党该不该对传媒进行控制，而是如何根据传媒自身的固有的规律进行控制”
[7]
。 

民间组织或说非政府组织（NGO）是现代公民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甚至它的发达

与否被视为一个社会民主与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标，如何对待非政府组织是现代政党政治必须

解决的课题，实际上能否利用各种社会组织整合社会力量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表现，有些

NGO 可以成为执政党执政的助力，在政府与民众之间起到桥梁和缓冲的作用，化解社会冲突，

有些则成为执政党执政的阻力，特别是其利益不能在政治生活中得到有效表达和实现时，会

引发或激化社会冲突。 

 

二、执政生态的意义及其评价 

在生态学的语境下长期执政也就是执政党执政生命的长期存续，执政地位的丧失也就是

其执政生命的终结，因此执政生态的状况决定了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是否牢固。因为众所周知

的是有机体的生命能否延续取决于其生态的健康状况，病入膏肓者犹如秋天的蚂蚱，同理，

健康的执政生态是执政党稳固执政的前提和保证，只有这样的执政生态才能巩固执政党的执

政地位；而执政生态退化则会动摇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在这样的执政生态状况下冲突不断发

生，轻则“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重则爆发罢工、罢市、非法聚集等群体事件，

执政党形象污损、支持率下降，甚至“千夫指、万人骂”；执政生态如果严重恶化乃至危机，

就会引发革命或政变，执政党丧失执政地位，如前苏联共产党、墨西哥革命党、印尼专业集

团、印度国大党、日本的自民党、中国（台湾）国民党等。 

根据现代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生态系统的功能决定于它的结构、多样性和整体性。生态

系统结构越复杂，系统的自我修复和维持能力也越强，越有利于抵抗外来干扰。生态系统多

样性是生态系统结构复杂性的基础，是决定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生态系

统多样性和结构复杂性能够强化生态系统抵御环境干扰的能力。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决定于

系统结构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整体性，保护和维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是提高生态系统抵抗干

扰和环境胁迫的有效途径。生态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能量转换和信息流的关系错综复杂，

也经常会受到一些外界的随机扰动，并且生态系统对环境的响应和反馈多表现为非线性关

系，人类对生态功能的要求，也因价值观和生活水准而多种多样，这些因素决定了生态系统

的复杂性和人类对生态认识的有限性和不确定性。生态系统管理要求把长时间的可持续性作

为基本价值观，它不把注意力集中在当前问题的“解救”，而是以解决代际间的可持续性为

前提
[8]
。 

因此，可以选择多样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作为执政生态的评价因子，这样我们可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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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和生态因子两个维度建立执政生态的的评估矩阵（如图）。 

从图中可以看到，执政生态有政党生态（用 P 表示）、党内生态（用 I 表示）和社会生

态（用 S 表示）等 3 个一级评价指标，又可分别分解成三个下一级指标(如下图)，因此共有

9 个二级指标，如果用 E 表示执政生态，那么执政生

态的评价体系用数学公式可以表示为： 

E = ƒ  (P，I，S) 

其中  P = ƒ  (Pd，Ps，Pc)   

        I = ƒ  (Id，Is，Ic)   

S = ƒ  (Sd，Ss，Sc) 

 

式中各指标含义如下： 

（1）Pd 表示政党生态的多样性，主要是指可以

合法存在并开展活动的政党数量及其相互关系； 

（2）Ps 表示政党生态的稳定性，主要是指政党

体制的和谐、各政党合法存在基础的稳定及其活动的

正常开展、各政党组织目标方向的包容性； 

（3）Pc 表示政党生态的可持续性，主要是指政党体制的包容性和延展性、各政党健康

发展所需资源的持续供给状况； 

（4）Id 表示党内生态的多样性，主要是指党的组织设计中应允许党内存在不同的意见

和主张及其主体，甚至允许存在不同利益诉求的亚团体。 

（5）Is 表示党内生态的稳定性，主要是指在党的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和组织制度的约束

力作用下党的成员协同性、各级组织的凝聚力以及相互之间的和谐度。 

（6）Ic 表示党内生态的可持续性，主要是指党的成员来源的充沛程度，骨干队伍的培

养、递进和补充的状况，组织宗旨、架构对时代变化的适应和应变能力。 

（7）Sd 表示社会生态的多样性，这一指标是执政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胁迫因子，公

众利益的多元化、舆论主体的多角化及其传播速度的瞬息化和媒体的网络化、社会组织特别

是 NGO 的发展，使得社会生态越来越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发展趋势，执政党不仅不可能使其逆

行，而应该主动培育并加以保护。 

（8）Ss 表示社会生态的稳定性，这一指标是检验执政党执政能力的试金石，主要是指

社会的和谐，包括政党与群众、政党与舆情、政党与各种社会组织的和谐，也包括在其领导

下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 

（9）Sc 表示社会生态的可持续性，这一指标是考量执政党执政地位的重要因素，主要

是指执政资源的可持续供给，包括群众对政党的认同和支持、媒体对政党意识形态的传播和

强化、社会组织对政党职能的协同和补充等。 

执政党要巩固执政地位、实现长期执政，一切措施归根到底就是要优化执政生态，从数

学分析来说也就是要使 E 处于极值状态。根据上述公式 E = ƒ  (P，I，S) ，E 有极值的条

件是 E＇= 0，即Ｅ＇＝ƒ  ＇(P，I，S)＝０：  

实际上，在短期内政党系统和党内系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可以认为 P 和 I 是一个衡量，

那么，上述公式 E = ƒ   (P，I，S) 可简化为： E = ƒ  (S) + C    （C 为常数） 

因此，在短期内优化执政生态的关键是改善社会生态，即党群关系、政党与媒体的关系、

政党与 NGO 的关系等，曾经执政较长时间的大党在这方面都有成功的经验。例如，印尼专业

集团自 1971 年至 1998 年连续六次赢得大选，它的实际领导人苏哈托连续当选 5 届印尼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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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执政时间超过 30 年，是亚洲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家领袖之一。在专业集团执政和苏哈托

担任总统期间，经济增长率多年超过 6％，到 1984 年印尼的稻米已能自给，不再依赖进口。

1995 年达到 8.1 ％，国内生产总额从平均每人 50 美元递增到 1000 美元。并在经济持续

增长的同时，保持了国内政局的相对稳定，曾一度成为西方推崇的发展中国家的成功榜样。

又如，瑞典社民党累计执政已有 70 余年，该党一直认为，发展经济是赢得民心的根本所在，

1932 年执政后大力倡导“混合经济模式”，实行福利国家制度，国民经济在 40 多年内持续

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瑞典模式”。再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连续执政 71 年，革命制度

党历届政府大力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使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从 20 世纪

40 年代到 80 年代初，墨西哥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20 世纪 50 年— 80 年代初的 30 多

年中，年平均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 6% ～ 7% ，1946-1956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1%，

1957-1970 年为 6.8%，70 年代为 5.2%，在 1950 年到 1985 年间，墨西哥公民的平均寿命

从 41.5 岁提高到了 64.2 岁，文盲率从 1920 年的 80% 下降为 6% ，被誉为“墨西哥奇

迹”，同时该党还创造了一个政治奇迹：当拉美大多数国家政局动荡，政变频仍，出现军人

独裁统治时，墨西哥一直保持政局稳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不少学者把墨西哥的政治体

制称为“北大西洋的民主模式”。 

但是从长期来看，P 和 I都是变量，只着眼于社会系统显然就不够了，还必须从政党系

统、党内系统采取措施来优化执政生态，否则执政生态将逐步退化甚至恶化，导致执政党丧

失执政地位。例如，印尼专业集团执政以后尽管在一段时间内社会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形成，但是逐步形成的贪污腐败、裙带政权、社会贫富悬殊、军人干政、压制民主严重损害

了政党系统和党内系统，印尼在苏加诺时代原本有十多个政党，但在苏哈托执政后大多被下

令解散，仅保留了穆斯林团结建设党和亲政府的民主党，加上执政的专业集团，总共不过三

个政党。东南亚金融危机引爆了政治活动中被长期压制的不同意见，导致专业集团内部分化、

反对党逐渐做大、军方态度转变，苏哈托也在国内外一片抗议声中被迫辞职，直至走上了被

告受审的席位。又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 70 年代以后意识形态的包容度降低，激化整个

社会的阶级矛盾，导致农民暴动，整个社会出现了不稳定的现象，另外由于权力高度集中，

党内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腐败现象，引起了群众的反感。当别的政党起来反对它

的时候，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就失去了支持的基础，最终在竞选中失败。再如，苏共的教训更

值得我们深思，执政 70 年期间不乏反法西斯的伟大胜利、遨游太空等辉煌，最终还是丧失

了执政地位甚至被禁止活动。 

 

三、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的现状及其优化 

中国共产党目前的执政生态主体是健康的，但存在“病毒”和“亚健康”现象。如下表： 

 

指标 生态特征 生态状况

P（政党 

生态） 

Pd 

（多样性） 
除共产党外，有 8 个正常活动的民主党派 

健康 
Ps 

（稳定性） 

政治协商制度，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参与

政权建设，各党派根本目标一致 

Pc 

（可持续性） 

共产党与各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

相照、荣辱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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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党内

生态） 

Id 

（多样性） 

民主集中制，大力推行党内民主建设。但存在

党员民主权利保障落实不到位的现象 

总 体 健

康，但有

“病毒”

Is 

（稳定性） 

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和组织规范。但存在有些党

员的理想信念动摇、基层组织战斗力不强 

Ic 

（可持续性） 

有强大的后备军，广大青年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骨干选拔、培养机制合理。但存在买官卖官、

裙带关系、腐败现象频发等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的现象 

S（社会

生态） 

Sd 

（多样性） 

鼓励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在党的代表大

会上有不同社会阶层的代表，媒体的独立性越

来越强，NGO 的发展得到支持和保护 

总 体 健

康，但有

“ 亚 健

康”症状

Ss 

（稳定性） 

党中央十分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废除了有几

千年历史的农业税，十二五更是把民生放在特

别重要的位置等。但存在钓鱼执法、热心的河

南漯河农民徐林东“被精神病”
[9]
等不和谐音符。 

Sc 

（可持续性） 

随着社会事业的不断发展和经济建设的持续增

长，执政资源不断丰富、充实，但存在诸如耗

资近千万元的重庆万州“三峡明珠观光塔”在

停工三年多后被拆除的浪费执政资源的现象
[10]

。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生态存在如表中例举的“病毒”和“亚健康”症状，胡锦涛总

书记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上告诫全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

逸的，要求全党居安思危、警钟长鸣。如前所述，生态学的语境下长期执政也就是执政党执

政生命的长期存续，健康执政生态是执政党稳固执政的前提和保证，因此只有不断清理执政

生态的“病毒”、消除执政生态的“亚健康”症状，也就是进一步优化执政生态，才能巩固

执政地位，其措施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加强执政生态的多样性建设，强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的稳定性。从生态学的

基本原理来看，生态系统的功能决定于它的结构、多样性和整体性，生态系统内部的要素之

间是相互关联的，各要素特定状态的最佳组合秩序构成了生态系统整体的最优化，在这种整

体最优化状态下，维持生态系统健康，表现出最佳的功能状态。生态系统受到的环境胁迫如

果大于其抵抗力（指系统维持稳定状态的程度或吸收干扰的能力），生态系统将发生质变。

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和结构复杂性能够强化其抵抗力，从而保持生态系统的稳定
[11]

。实际

上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政党生态的多样性建设，早在 1939 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

参议会的闭幕会上驳斥国民党鼓吹的“一个主义”、“一个党”的谬论，指出：过去有人唱

一个歌，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12]

，这话说得相当对。新中国成

立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多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

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是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13]

但在党内生态和社会生

态方面，在实际工作中更多的是方法简单、甚至害怕出现不同的声音，有违多样性原则的事

件时有发生，因此加强执政生态的多样性建设就应该有如此胸怀：“就是那些骂我们的人，

我们也是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
[14]

 

其次，弘扬主旋律，强化执政生态的健康因子。执政客体对执政主体的认同和服从是

执政合法性的最终依据，反之执政党则会丧失其执政地位。对于执政主体的难题是执政客体

对其执政成就往往有审美疲劳，而对其负面信息则会被尽力放大，甚至一叶障目，以偏概全

地覆盖到执政党的全部。因此如何让公众全面地去了解执政党的正反两方面的信息，就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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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执政生态特别是改善社会生态的关键。笔者认为应该充分尊重社会公众的知情权，通过

正常渠道在第一时间发布群众关心和可能关心的信息，让“霉菌”在阳光下失去繁衍的机会

直至其消亡，当前的重点在于强化正面信息，也就是弘扬主旋律，例如共和国总理与上访民

众直接对话见诸媒体，受到了社会公众的积极回应，有网友如是说“如果党员干部都能这样

做，那么，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一定会更加和谐，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一定会进一步提升。”
[15]

。这就是强化执政生态健康因子取得的效果，这样的信息也让公众知晓“被精神病”绝不

是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只是个别党员违背共产党原则的错误，在这样的信念下，社会生态自

然得到了改善，执政生态系统的自我免疫功能得到了恢复和加强；又如，针对 2011 年将开

始的全国省、市、县、乡四级党委以及地方各级人大、政府和政协换届工作的陆续展开，中

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及时明确地提出“5 个严禁、17 个不准”的纪律要求，就是针对“买官

卖官”最好的药方；再如，多宣传廉洁奉公的党员干部典型，或者积极创造条件公布党员干

部的资产、收入状况，比宣传办理了多少腐败大案要案、挖出了多少蛀虫巨贪，更有利于改

善社会生态，也更有利于牢固建立社会公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信念和信心。 

再次，走“资源节约型”道路，实现党建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成功执政的宝贵经

验之一就是重视执政资源的开发和拓展来巩固执政地位，例如十六大以来解决了“两新”组

织的从业人员及其他社会基层的群众能否入党的问题，从而极大地拓展了组织资源、强固了

执政基础；在全球金融海啸中的中国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和期盼，处变不惊、从容应对、游

刃有余，显示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资源十分充沛；一切的一切看来是那么的美好，中国

共产党的执政资源好似 “黄河之水天上来”源源不绝。但是正如十七届四中全会提醒全党

应警钟长鸣，因为原先源源不绝的“水”成了今天的黄河之痛，也许执政资源不会是“黄河

水”，但等到成为心头之患，悔之晚矣。现代生态学的可持续原理告诉我们，只有节约资源，

才能可持续发展。所以，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开发和拓展执政资源的同时，应保护执政生

态的和谐和多样性，提高执政资源的使用效率，执政才能“可持续”，执政地位才能长久。

因此，中国共产党为了执政的“可持续”，自身建设就必须走资源节约型的道路，也就是向

集约化转型。资源节约型党建或者说党建的集约化，是在汲取传统党建的宝贵经验基础上产

生的飞跃，表现为：在目标导向上从“以任务为中心”转向“以效率为中心”，注重执政资

源的节约和有效利用；在建设内容上从“主要依靠队伍的壮大、数量的增长以及政治觉悟、

思想作风等的改善提高”转向“在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倡廉等基本建设

前提下，注重党员个体和组织内在素质和功能的提高”；在实现路径上从“强调理论灌输、

统一思想，甚至发动群众运动”转向“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
[16]

。 

第四，切实加强执政主体自身建设，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生

态学的物竞天择原理指出自然界生物因遗传变异而生存繁衍，变异源自于在这个过程中产生

的突变，突变的类型有有害突变、有利突变和中性突变三种。上世纪初我国的党派林立，孙

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由于其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有利突变，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而蒋介

石谋取了国民党的领导权后背离孙中山先生的路线，反共反人民，产生有害突变，最终遭遇

负选择，丧失在大陆的执政地位，蜗居台湾。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早期也曾由于陈独秀的右

倾主义与王明的左倾主义等错误产生有害突变，濒临灭亡边缘，但是共产党始终与人民站在

一起，从逆境中奋起，坚定了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信念，于是发生有

利突变，收获正选择，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当前，我国正处于改

革的攻坚期、发展的关键期、矛盾的凸显期，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党面临

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更加严峻复杂，中国共产党只有

顺应时代的特点和要求主动求变才能避免负选择。而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人生成长之梯、

政党巩固之基、国家兴盛之要，中国共产党也历来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甚至可以认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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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创造性学习的历史
[17]

，因此，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不仅是继承

和弘扬了我们党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而且这是我们党在深刻认识党

的建设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基础上作出的战略决策，必将引致中国共产党产生有利突变，更

好地与时代发展的脉搏合奏出和谐的乐章，为政党系统的优化、党内系统的纯洁、社会生态

的协调所需的关键因素的生长提供肥沃的土壤，为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奠定健康的生态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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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combination of the governing subject and object ,conditioned by each 
other ,constitutes the administrative ecology. A healthy administrative ecology can strengthen 
the status of a governing party while an unhealthy one can shake or even overthrow its power. 



                                     http://www.sinoss.net 

 - 9 -

There three standards , namely the ecology of an governing party ,the ecology inside party and 
the ecology of the society. And the abovementioned standards can be divided into nine 
sub—standards. Currently, the administrative ecolog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sound on the whole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virus and sub-health symptoms .We can optimize 
the administrative ecolog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rough enhancing diverse 
development ,intensifying healthy elements ,choosing the path of energy-conservation and 
establishing a knowledge—oriented  governing  party under the guide of Marxism so that our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an stay in power for a long time in the years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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