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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我国政治合法性面临的困境及其重塑
3

康志贤

(福建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系统存在、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社会转型时期 ,政治国
家会面临不同程度的合法性困境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 ,合法性困境主要表现在 :腐败侵蚀着合
法性基础 ,经济高速发展后可能出现的“政绩合法性困境 ”,民主制度供给的有限与民众政治
参与不断扩大之间的矛盾对合法性的挑战。坚持科学发展 ,以绩效性维护合法性 ,整合意识形
态 ,建立共同的价值体系 ,强化社会共享的信仰 ,加强宪政与法治 ,强化法理型权威 ,是重塑我
国政治合法性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 ]政治合法性 ;转型期 ;腐败问题 ;社会政治信仰 ;民主制度
[中图分类号 ]D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0598 (2009) 01 - 0079 - 03

　　一、政治合法性的内涵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近代

西方政治哲学史的主流思想 ,许多就是对政治合法
性问题的探讨。霍布斯的利维坦 ,卢梭的公意说 ,

洛克的契约论 ,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实际上都
是关于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哲学探讨。不过学术界
公认的 ,第一个真正把政治合法性当作一个核心概
念来进行解读的是德国政治社会学家马克斯 ·韦
伯。在韦伯看来 ,任何形式的统治都必须有其合法
性根据 ,人们服从的基础不仅包括习惯、个人利益、
理想动机或休戚相关的纯粹情感 ,而且更为重要的
是对统治合法性的信仰。任何社会关系中的社会
行动都受到行动者自己对于合法性秩序的信念支
配 ,只有当人们认为统治具有正当理由的时候 ,才
具有合法性。马克思 ·韦伯把合法性基础分为三
种 :即传统型合法性、魅力型合法性和法理性合法
性 ,与此相适应 ,政治权威可分为传统型权威、魅力
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① 同时 ,在这三种合法性基
础的统治中 ,法理型统治最为稳定的。美国政治学
家李普塞特认为 :“政治合法性就是政治系统使人
们坚持和认为现有的社会制度是最适宜的制度的
信仰的能力。”②李普塞特把政治合法性建立在民
众对政治制度的信仰之上 ,而这种信仰来源于政治
的有效性。合法性理论的另一经典阐释者阿尔蒙

德认为 :“如果某一社会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

制定和实施的法规 ,而且还不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

受到惩处 ,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 ,那么

这种权威就是合法的 ⋯⋯”③。

综合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 ,政治合法性是

政治共同体成员 ,对政治系统价值是否与其成员的

价值一致作出判断 ,并依此来确定是否认同和服从

国家对个人的安排。当国家的安排都得到共同体

成员的认同 ,并且在行动中积极配合政府的这种安

排 ,而这种认同和配合并不是或并不只是出于个人

功利的目的 ,甚至有时是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 ,那

么该政治系统具有合法性。

二、转型期我国政治合法性面临的困境
(一 )腐败问题严重腐蚀着我国的政治合法性

基础

当前 ,腐败正日益侵蚀着党的合法性基础 ,其

主要表现为党在人民群众中威望不断下降 ,人民对

党的信任度大幅度下滑 ,与此相对应 ,党的一些具

体政策的落实和实施成本不断提高 ,党的动员能力

和号召能力逐年下降 ,特别是在实施一些暂时需要

人民群众作出牺牲的政策上 ,群众不再像建国后

二、三十年那样倾其所有 ,一心为国 ,对党保持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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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 ,而是产生了怀疑心理和抵触情绪 ,有时还会
发生对抗性摩擦。这些都表明 ,由于腐败问题已经
使得信任资源正在不断流失 ,严重威胁着党的执政
合法性基础。

(二 )持续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 ,可能出
现的“政绩合法性困局 ”

改革开放之初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
科学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把合法性基础
由以意识形态为主导转移到以经济绩效为主导上
来 ,从而形成了“经济绩效主导型的合法性模式 ”。
无疑 ,经济发展对于维护合法性具有重要作用 ,但
同时应看到 ,以经济绩效为主导的合法性也有其局
限性。亨廷顿《第三波 ———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
潮 》中 ,论述了二战后新成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为谋
求合法性 ,把合法性的基础建立在对政绩的依赖之
上 ,最终却产生了被称为“政绩困局 ”的东西造成
国民经济无论是增长还是衰退最后都将导致政局
动荡的恶果。因为如果一国经济持续增长 ,一方面
可能造成财富分配方面的不平等 ,引起社会不公和
贫富分化 ;另一方面经济的增长将提高民众的期望
值 ,激发民众对当前政治体系难以实现的政治目标
的追求这两个方面都将影响社会稳定 ,削弱政治体
系的政治合法性。如果一国经济持续衰退则直接
摧毁了建立在政绩合法性基础之上的政治统治。
如今 ,“政绩合法性困局 ”也开始在中国显露出来。
爆发于美国的“次代危机 ”对全球的经济产生了严
重影响。在世界经济的传导性作用下 ,这场危机将
无可避免的对中国产生影响 ,最直接的表现在 ,打
击了中国强劲的出口势头 ,减少了外资的进入。而
国内收入分配不均 ,则带来了内需不足。缺乏刺激
的国民经济将可能出现经济发展放缓 ,甚至出现经
济下行的危险。

(三 )民众日渐增长的政治参与意识与民主制
度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对政治合法性提出了挑战

转型期社会经济结构的分化 ,产生了新的阶层
和利益团体。这无可避免的产生了社会利益的冲
突和广泛的政治参与的要求 ,从而对政治合法性提
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一方面 ,在经济增长中被边
缘化的底层社会成员和“弱势群体 ”,面对不平等
的分配和相对稀缺的就业机会 ,产生了相对被剥离
的政治离心情绪和排斥感 ,因此他们出于自身利益
需求考虑 ,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参与政治生活的权
利。但是由于我国现有利益表达机制不完善 ,导致
一部分人从体制外寻求利益表达渠道 ,从而危及现
有政治体系的稳定 ,对我国的政治合法性形成了严
峻的挑战。另一方面 ,掌握社会资源较多的精英力
量借助转轨期间的制度短缺聚集了大量财富 ,成为

中国的中产阶层 ,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日益高涨 ,

然而由于我国政治制度供给滞后 ,从而使强烈的政
治参与意识与匮乏的政治参与渠道有限之间的矛
盾不断加剧 ,使得我党的执政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
力。可见 ,在社会利益阶层、群体结构变迁的背后
蕴涵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政治内涵 ,而这种变迁也
必然会带来政治上的矛盾和冲突 ,从而导致政治合
法性的下降 ,进而对党的政治合法性构成了挑战。

三、转型期政治合法性的重塑
(一 )坚持科学发展观 ,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

要务 ,以绩效性维护合法性
把工作上取得的成绩作为评价执政者是否有

作为的尺度 ,衡量一个政党执政是否具有绩效性的
政治合法性主要是通过生产力是否发达来表现。
唯物史观指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
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社会的发展集中体现在生产
力的发展上 ,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集中体
现。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这是增强执政
合法性的最基本途径。一个不能发展经济、不能改
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政治体系 ,其合法性是极其脆弱
的。我们党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 ,正是抓住了合法
性建设的最核心途径。发展才是硬道理 ,保持经济
稳步增长是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条件 ,也是执政党
和政府的政治统治有稳固合法性基础的关键。当
然 ,我们还必须注意 ,这里所说的发展 ,是科学发展
观指导下的发展 ,是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在这种发展中 ,经济增长尽管占有重要地位 ,但不
是排他的 ,而应该是与政治和社会发展相协调、基
本同步的。

(二 )进行意识形态整合 ,建立共同的价值观
念体系 ,强化社会政治信仰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中 ,占统治地
位的意识形态都承担着同样的任务 :其一是对国家
政治权利的合法性进行论证 ;其二是把合法性的解
释转变成凝聚力 ,构成大众意识所接受的社会理
想、价值的道德体系、政治观点等。具体讲 ,意识形
态对政治合法性的这种支持作用主要通过它对政
治价值理念的理论论证、对社会的教化、整合以及
政治动员等几个方面实现的。政治权力存在需要
得到社会成员的认同与信仰 ,使人们对权力的服从
不是因为害怕受到惩罚才服从 ,而是因为人们认为
现存的政治权力是适合的、正当的 ,服从对他们来
说是一种义务。因此 ,政治统治要想长久的维持下
去 ,必须争取让成员心里形成的价值体系和信念与
统治者的价值体系和信念相一致 ,达到意识形态的
一致化 ,形成对政治统治的信仰。我国正处于社会
转型时期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阶段 ,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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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多样化不可避免。但不能任由非主流意识形态
冲击和影响社会主义等主流意识形态 ,必须坚持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注意到经济体
制的变革、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人们思想带来极大冲
击。如果没有得到有效引导 ,非主流意识形态可能
冲击全社会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构建和谐社会的
共同目标 ,甚至会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
基。另一方面 ,意识形态它所宣传的内容必须是代
表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 ,而不是部分成员或统治阶
级的利益。成功的意识形态是开放的 ,兼收并蓄
的 ,不仅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而且还要维护其他阶级
阶层和社会团体的利益。这样可以扩大政治统治的
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 ,能够进行自我更新 ,调节不同
阶级阶层之问的矛盾 ,加强整个政治社会的合作。

(三 )加强宪政与法治 ,强化法理型权威 ,提高
人民群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与支持

在当代社会 ,法理型权威是维护社会统治的最
可靠权威形式 ,当代社会统治形式应该是一种法理
型统治。按照韦伯的定义 ,法理型统治是“建立在
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
法性之上 ,他们是合法受命进行统治的 ”①也就是
说 ,法理型统治是建立在被统治者对制度、规则的
认同之上的。一个政治体系 ,如果能够建立起公众
对其制度的认同与支持 ,那么 ,该体系的合法性基
础将是最为稳固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管该体
系下政府能否实现稳定的

经济增长 ,公众都将相信他们的制度。这样即
使经济停滞或经济绩效不好 ,人们也只是对特定的
政府管理不满 ,而不会对这个国家的制度不满 ,人
们也只是觉得具体掌权人有问题 ,而不会觉得政治

秩序与政治制度有问题。就我们国家而言 ,虽然人
民群众在总体上认同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 ,但
我们的政治体制还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某些
方面的具体体制还不能令人民群众完全满意 ,因此
我们要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
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不断完善各项具体制度
规范 ,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公民权利保护机制和公共
权力制约机制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

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使人民群众在
实践中自觉深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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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 icult position of China πs politica l leg itimacy and its rebuild ing in transition per iod

KANG Zhi - xian
( School of Public Adm inistration, Fujian N orm al U niversity, Fujian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Political legitimacy is a p rem ise and basis for political systemπs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In society transformation,

a political country faces various degrees of difficulty position of legitimacy. The main performance of Chinaπs legitimacy difficulty

position is that: Corrup tion erodes the foundation of legitimacy.“The difficulties in political achievement legitimacy”after rap id e2
conom ic development appear.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lim ited supp ly of democratic system and the expansion of public po2
litical participation challenges the foundation of legitimacy. In this paper, the effective path of rebuilding the countryπs political

legitimacy is that: Adhere to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safeguard the legitimacy by political achievement. Integrate ideology to

find a common value system, strengthen the communityπs shared beliefs. Strengthen the rule of law and constitution, strengthen

the authority of the law.

Keywords:political legitimacy; transitional period; corrup tion p roblem; social and political belief; democratic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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