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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

中 华 政 治 文 明 在 横 向 上 包 括 中 华 政 治 文 化 的 文 明

和政治制度文明，在纵向上包括中华传统政治文明与中

华现代政治文明。中华传统政治文明优秀成果颇丰，在

理念上，有重德治、德法兼重和以德治国等立足于社会

和谐的统治理念；在政治实践上，有帝王勤政，为政以

德，致力于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等政治探索；在

阶级关系上，有民为邦本的重民思想，这一点也与现代民

主思想遥相呼应；在政治关系上，有以促进国家民族大团

结为目标的大一统思想和崇尚统一的政治目标实践等。

中 华 民 族 在 古 代 政 治 实 践 中 不 断 摸 索 ， 以 与 时 俱

进的变革精神，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政治文化遗产。就

当代政治文明建设而言，借鉴中华传统政治文明对社会

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以下重要意义：一是社会主义政

治文明的发展方向必须是反封建集权的。一百五十多年

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把

建设政治文明作为废除封建集权制和建设现代化国家的

重要手段之一。中国古代社会封建集权所带来的政治落

后问题，作为中华传统政治实践的反证，对现代政治文

明建设具有重要警示作用。二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

是反政治暴力的。文明是文化发展的积极成果，文明是

与野蛮、愚昧和无知相对而言的。文明标志着人类社会

进步的程度和开化的状态。政治文明就是要消灭政治暴

力工具，代之以民主、协商方式。政治文明就是要在政

治制度上建立一套没有对抗的、可以协商的民主机制。

三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是反等级观念的。在封建主

义社会的政治中充满了等级观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

是要从政治制度的根本上荡涤这些观念，消除滋生等级

差别的土壤。四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是真正体现公

民政治参与度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促进和扩大公民的

政治参与度，促进政治价值认同，推动政治社会化，促

进公民意识的确立，正确引导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民主实

践。五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是不断培育政治文明主

体的文明素养的。只有社会主义公民在政治文明建设中

对政治文明的主体意识不断提升，政治文明的综合素养

不 断 提 高 ， 全 体 社 会 的 政 治 文 明 程 度 才 会 获 得 全 面 提

升。全体公民才能在经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文明

建设之后，同步进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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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部分组成，一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

制 度 和 组 织 设 施 ， 通 常 称 为 政 治 上 层 建 筑 。 二 是 建 立

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形式等，通常被

称为观念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构成了社会的政治结

构；观念上层建筑构成了社会的文化结构。就政治上层

建筑的建设而言，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把重

点放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上，以此巩固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所有成果，当然也包括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切

成果。

紧紧抓住政治制度建设这个政治文明的核心和本源

人类文明包括三个方面，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

精神文明。其中物质文明是基础，政治文明是保证，精

神文明是灵魂。而在政治文明中，政治制度又是一切制

度的根本保证。

政治文明是人们在历史进步过程中改造社会的政治

成果的总和。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享有自

由、民主、平等以及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具

有强烈的追求和向往。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是最名

副其实的政治动物。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区别于动物的

显著标志就是，人是政治动物，只有人才有政治生活。

所以，当人们满足了基本的物质生活以后，人们社会生

活的重要内容就是其政治生活了，而追求政治文明就是

整个政治生活的基本方向。在内容上，政治文明就是一

定历史时期内，国家为实现社会共同体利益所塑造的保

障和引领当前社会治理体系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

治策略，它是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所达到的文明程度

和社会治理水平的阐释与概括，是对社会公共权力的有

效组织及运用。在这里，政治制度是一切政治文明的核

心与本源，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又是对政治文

明的具体落实。

紧 紧 抓 住 政 治 制 度 建 设 ， 就 是 要 根 据 社 会 主 义 初

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断推进制度创新。一是要大力加强

政治制度建设的理论研究，深入剖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政治文明建设的结构样式。二是大力培育全体公民的市

场经济价值取向和创新精神，做好有限政府改革，提升

法治政府效能。三是大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

设，把社会公平公正和程序公正放在突出的位置。四是

大力推进制度民主建设的科学化、大众化，创建和完善

知民意、集民智、解民忧、惜民力的政治体系。总之，

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的目标，就是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创造一个宽松、公平的制度环境，明确政府边

界，减少市场干预，加强责任监督，培养自律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