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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处于现代化的国家来说，首要的问 题 是 建 立 一 个 合 法 的 公 共 秩 序，这 是 政 治 体 制 改 革 的 稳 定 目 标。人

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政治体制改革通过具体的制度创新规范公民的政治参与，进而维护

公共秩序，公共秩序保障政治参与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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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后，西方学者对第三世界新兴国家推行现代

化趋势和进程的研究，突破了殖民时代西方学人对

各从属国的传统描述，形成了独立的现代法学，构造

出不同的理论模式或框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

序》一书是亨廷顿在哈佛大学执教时从宏观上论述

不同类型的新兴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所遇种种

问题的专著。针对许多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

高幅度较大的新兴国家，反倒在政治上更加动荡不

安，暴力频繁，政变迭起，险象丛生，而那些经济落后

或停滞不前的新独立国家，都能安享相当程度的政

治太平的现象。亨廷顿提出了政治秩序论。书中进

而对传统以及新兴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其现代化

进程进行了详尽而深入的分析。中国正处于现代化

的关键阶段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期，书中理论分

析对中国政治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１　政治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

现代化改变了城市的性质，打破了城乡之间的

平衡。城市成为新型经济活动、新兴社会阶级、新式

文化和教育的场所，这一切使城市和锁在传统里的

乡村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有些处于现代化的国家里，城市化、识 字 率、

教育和接触传播媒介的水平的提高，都在提高人们

的愿望和期待，而如果这些愿望和期待不能得以满

足，就会刺激个人和集团投身于政治，以选举为基本

形式的参政可能会加强那些闹分裂的，并且常常又

是反动的社会势力，瓦解公共权威的结构。“有效的

政治参与能使政治体系获得公众的感情支持，促进

政治的稳定，而无序的政治参与则可能导致权威的

迅速流失，造成政治的不稳定。”［１］现有的政 治 体 制

如果不能满足政治参与，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因为一个国家如果在政治制度化处于落后状态，民

众对政府的要求很难通过合法渠道得到表达，并在

政治体制内得到缓解和集中，这样政治参与的剧增

会产生政治动乱。因此政治参与成为了政治体制改

革的动力，不改革则社会有可能动荡。
政治体制改革能够提高，政治现代化要求增加

社会上所有的集团参政的程度。政治改革具体的制

度规则创立后，广泛的规范的参政可以提高政府对

人民的控制，如在集权国家那样；或者可以提高人民

对政府的控制，如在许多民主国家那样。政治现代

化最基本的 方 面 就 是 要 使 全 社 会 性 的 社 团 得 以 参

政，以便使人民参政能超过村落和城镇范围。政治

体制改革满足政治参与的愿望，进而能够控制政治

现代化带来得社会和政治变化。一个国家政治现代

化的过程中，以大众直接参与为基础的政治体制改

革的政治发展模式，能够强化政府对于人民的控制，
维护以保障自由为目的的政治秩序。

２　军事政变：政治体制的结构问题

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没有比军人干政这一点更



引人注目和司空见惯了。军人政府和军事政变，军

人反叛和军人政权一直是现代化国家绵延不绝的现

象，亚洲部分国家大体如此。至今东南亚的国家还

是在军人的统治之下。军队干预政治的最重要原因

不是来自军事方面，而是来自政治方面，它反映的不

是军队体制在社会和组织方面的特点，而是社会在

政治上和制度上的结构问题。“从军队本身去解释

军事干预说明不了问题。”［２］军人干政的原 因，是 不

发达国家的一种更加广泛的社会现象的特殊表现，
这种更加广泛的社会现象即指各种社会势力和制度

普遍带有政治性。
在这些国家，政治缺乏自治性、复杂性、连 贯 性

和适应性。各种各样的社会势力和团体皆直接插手

全局政治。具备政治性的国家同样会具备政治性的

官僚、政治性的工会和政治性的法人团体整个社会

控制失调，何止军队。所有这些特定的团体都热中

于政治，关注牵涉到它们利益或组织的政治问题，以
及牵动整个社会的全局问题。军人为了提高薪俸和

扩充军事力量而干政，还关心整个政治体制的权力

和地位的分配。
政治转型的国家，为了避免军队以及军人干政，

必须实行政军分离的制度，即军队国家化。明晰军

队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即军队应该中立于政治活

动和牵涉社会全局的政治问题。严格贯彻和落实义

务兵役制，加强对军人公共政治精神的教育，军队应

中立于政党竞争和政府权力的分配，应该尊重民众

民主选举的合法政府，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

军队运转规则。军队只应对外发挥其国防作用，维

护国家主权，保护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的

独立，不受外来侵犯。

３　政治革命：政治体制改革的极端形式

在后发的现代化国家里，现代化来势迅猛，以致

在城市发展和工业化程度处于襁褓之中时，往往就

在乡村播下了政治意识，造成了参与政治活动的广

泛可能性。这些国家政治稳定的关键就看能否在现

存政治体制中动员乡村群众参与政治，而不是反对

现存政治体制。如果和政治体制认同的城市精英分

子能够使农民参与政治并站在自己一边，成为控制

城乡的稳定力量，他们就能控制乡村和城市。如果

和现存政治体制认同的城市精英分子没能担当起领

导作用，没有带头领导和组织农民参政，那么一些城

市知识分子集团便会动员和组织农民参政来反对现

存政治体制，形成以爆力摧毁现存政治体制和社会

秩序的重要力量，结果形成革命。一场全面的革命

意味着对现存政治制度的迅速而猛烈的摧毁，意味

着动员新的集团投入政治，并意味着新的政治制度

的创立。
“革命最可能发生在曾经经历过某些社会和经

济发展，而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进程又已经落后

于社会与经济变化进程的社会里。”［３］衡量一场革命

革命性，看其政治参与扩大的速度和范围。“革命是

旨在建立正义和正当的社会秩序的道德行为。”［４］衡

量革命成功，看 其 产 生 的 制 度 的 权 威 性 和 稳 定 性。
成功的革命把迅速的政治动员和迅速政治制度化结

合起来，产生新的稳定的政治秩序。革命后应创立

有充分适应性的，复杂性的、自主的、有内聚力的政

治制度、以吸引和安排新集团。

４　政治秩序：政治体制改革的稳定目标

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差

距，不在于他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统治的

有效程度。国家强大的政治体制要求：有效的政府

机构、组织完 善 的 政 党、民 众 对 公 共 事 物 的 高 度 参

与、文官控制军队的有效系统、政府在经济方面的广

泛活动、控制领导人更替和约束政治冲突的一套合

理而行之有效的程序。“从根本意义上说，制度本身

不是目的，它们只是追求自由，繁荣，和平，正义，这

类基本价值的手段。”［５］信奉洛克哲学的美国人骨子

里有如此强烈的反政府倾向，政府应建立在自由和

公正的选举之上。“政治制度的健康发展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政党制度”，一党制政府有效的权威在于，
意识形态为政府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据，党组织为赢

得支持和执行政策提供了权力机构的机制。
以上论述的是，强大的政治体制的某些方面的

基本特征和要求，也是现代化国家政治体制改革追

求的理想。对于处于现代化的国家来说，首要的问

题不是像强大的政治体制一样追求自由，而是建立

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稳定目

标。“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

无秩序。”［１０］任何 一 种 给 定 政 体 的 稳 定 都 依 赖 于 政

治参与程度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关系。政治参

与程度低的社会，其政治制度化的程度和具有较高

程度的政治参与的社会相比，可能要低的多，一个两

者程度都低的社会，稳定性可能更高。如果想保持

政治稳定，当政治参与提高时，社会制度的复杂性，
自制性、适应性、内聚力须提高，就必须进行政治体

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通过具体的制度创新规范公

民的政治参与，进而维护公共秩序的稳定，公共秩序

保障政治参与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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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东洋：论政治体制改革的稳定目标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ＨＩ　Ｄｏｎｇｙａｎｇ

（Ｙａｎｇｇｕ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ｕｒｔ，Ｙａｎｇｇｕ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２５２３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ｏ　ａ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ｉｓｓｕｅ　ｉｓ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ｌｅｇ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ｒｄｅｒ，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ｌｅ　ａｉ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Ｔｈｅ　ｍａｎ　ｃａｎ　ｈａｖｅ　ａｎ　ｏｒｄｅ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ｆｒｅｅｄｏｍ，ｂｕｔ　ｔｈｅｙ　ｃａｎ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ｎ　ｏｒ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
ｔｅｍｓ，ｓｏ　ａｓ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ｒｄｅｒｓ，ｗｈｉｌ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ｒｄｅｒ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ｉ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ｏｒｍ；Ｏｒｄｅｒ

参　考　文　献

［１］　佟玉华．政治学概论［Ｍ］．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５）：２４３．
［２］　［美］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Ｍ］．北京：三联出版社，１９８９（７）：１７７．
［３］　［美］亨廷顿，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Ｍ］．北京：三联出版社，１９８９（７）：２４２．
［４］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６）：２９７．
［５］　曹霈凛：．比较政治制度［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４８．
［６］　［美］罗斯金．政治科学［Ｍ］．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２２７．
［７］　［美］亨廷顿，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Ｍ］．北京：三联出版社，１９８９（７）：７．

（上接第７页）

４　总　结

实践教学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有着重要的作

用。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中还存在

着一定的问题，高校一定要充分地重视这些问题，采
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保证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的

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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