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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开启的社会转型是一个市场机制日

益主导社会运作逻辑的过程， 是一个人们行为的

动力机制日益由革命理想与激情向现实的物质利

益转换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后面的论述一般

简称为“党”，且除非有特殊说明，文中的“党”均特

指中国共产党） 的执政理念稳步实现现代化转型

的过程。 执政理念作为一面鲜明的旗帜，彰显着中

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情怀， 既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的根本依据， 也是党引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

重要力量。 因此，基于历届党代会工作报告的词频

分析， 从政治话语变迁的视角理性审视新中国成

立以来党的执政理念现代演进的基本轨迹、内在特

征和一般规律，不仅能够精准把握和全面总结党有

效执政的历史经验，而且能够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历史镜鉴和现实启示。

一、问题的提出

人类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 任何一个政

党想要有效执政都离不开现代执政理念的强力支

撑。 作为执政党理论纲领的核心，执政理念集中体

现了该党的政治智慧和理论主张， 深刻影响着执

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和社会认同度。 执政理念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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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既是执政党现代化的内在驱动力， 也是推进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 科学合理的执政理

念体系构成成熟执政党的核心标识。 而一旦执政

党的执政理念得以成熟和定型， 将自始至终指导

执政党的全部执政实践活动。 执政党的执政理念

不 仅从根本上 决定着具 体 的 执 政 行 为 和 治 理 绩

效，而且大致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发展路

线、战略策略和具体政策。
深刻把握党的执政理念的核心前提和逻辑起

点在于明晰“执政理念”的基本内涵。 学界普遍将

执政理念视为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执

政目标和价值取向等的总和， 具体包含两个基本

层面：一是为什么执政，即执政的宗旨、目的和价

值追求； 二是怎样执政， 也就是为实现执政的宗

旨、目的和价值追求而选择的基本方略、途径和方

式。①事实上，执政理念应包含三个基本层面：一是

“为谁执政”，即执政的宗旨和价值取向；二是“执

政使命”，即执政的任务和责任；三是“怎样执政”，
即执政的基本方式、方法和策略。 作为一个包含诸

多要素的复杂体系，“为谁执政” 是执政理念的核

心，是思考执政理念问题的基点；“执政使命”是执

政理念的集中体现， 集中体现了执政党对经济社

会发展情势的整体把握， 以及驾驭发展规律和执

政规律的境界；而“执政方略”则是实现执政理念

的现实路径， 是提升党领导发展能力和水平的基

本支撑。
中国的国情、 世情和党情决定了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遵循的是“政党造国家，国家造社会”的

独特逻辑。 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

武装斗争夺取政权。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主要任务

转变为巩固政权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

历史使命从 “如何革命” 转变为 “如何建设和执

政”。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变革

浪潮，党的执政理念与时俱进，在不断进行适应性

调整的过程中有效应对了社会经济变革所带来的

机遇和挑战。 整体而言，历经 60 多年波澜壮阔的

执政历程，党的执政理念逐步实现了从革命向“建

设和发展”的现代化转型，执政理念的科学化程度

也得到了巨大提升。 科学的执政理念不仅标榜了

党的性质，还意味着“其在发展过程中为自己所代

表的阶级做出最富有价值意义的选择， 并根据自

身性质、 特征来确定符合本政党利益价值取向的

目标，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规范自己的行为，调整

自己的目标，以追求最优价值”②。科学的执政理念

不仅将党内成员紧紧凝聚在一起， 还吸引和团结

了广大民众， 通过民众对执政理念的稳固认同分

散执政风险、实现党长期而有效的执政。在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 党的执政理念的关键作用

得以逐步彰显。我国正处于急剧的历史转型时期，
大变革时代的机遇与挑战接踵而来， 党所面临的

执政风险前所未有。党之所以能够长期稳定执政，
赢得民众的认可和拥护，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经验

就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调适和创新自身的执

政理念，使之更能够反映党的执政宗旨，符合人类

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并有效回应民众的社会需

求和政治期望。
每个执政党的执政理念都通过相应的话语系

统具体得以呈现，并向社会民众予以公开宣示。本

文讨论的政治话语就是执政党用以解释、 宣传其

执政理念特有的一套名词概念、 表达方式和思维

方式等。③这些话语系统不仅是执政理念的物质载

体，也是执政理念的外显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变

化， 表征党的执政理念的话语系统也会随之发生

转变。在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官方话语即是党的

执政理念的独特话语系统， 官方话语的变迁集中

凸显党的执政理念的历史变迁过程。那么，从革命

党转变为执政党后， 党的执政理念到底发生了怎

样的历史转型？ 作为执政理念具体载体的政治话

语体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如何发生转换的？ 这

些话语转换存在何种内在规律？ 这些问题构成本

文关注的核心问题。 然而，由于执政理念具体涉

及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理念和意图，对高层执政

精英 观念世界 的把握虽然 能 从 领 导 人 的 活 动 轨

迹、 新闻报道和 人物传记 等 资 料 中 窥 探 些 许 端

倪，却很难客观测量和科学研究其具体的执政理

念。 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以及重大的中

央全会决定（公报）提供了 定量分析党 执 政 理 念

转型变迁的理想窗口。 因此，借助先进的文本分

析软件，通过对历届党代会工作报告和重大的中

央全会决定的文本进行词频和内容分析，能够相

对科学客观地研究党的执政理念的历史转型。 而

通过系统描述党的执政理念的演进历程，深入理

解党的调适 性生成的 内在 机 理 则 是 本 文 核 心 的

理论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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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代会 排名前 30 的高频词（排位从高到低）

八大

（1956）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发展、政策、错误、改造、领导、工业、群众、建设、资产阶级、资本主

义、问题、斗争、企业、农业、经济、五年计划、农民、民主、任务、合作社、革命、事业、力量、地

方、商业、思想、增加

九大

（1969）

革命、无产阶级、主席、人民、斗争、社会主义、群众、伟大、专政、资产阶级、路线、刘少奇、思

想、问题、阶级、马克思、大革命、文化、领导、胜利、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列宁、政策、阶级斗

争、政治、反革命、资本主义、叛徒、运动

十大

（1973）

人民、革命、路线、无产阶级、主席、斗争、马克思、林彪、帝国主义、集团、社会主义、国家、胜

利、列宁主义、发展、政策、反党、修正主义、正确、团结、领导、资产阶级、全党、反对、政治、
社会、专政、列宁、群众、资本主义

十一大

（1977）

主席、革命、无产阶级、四人帮、社会主义、斗争、人民、走资派、资产阶级、伟大、专政、国家、
政治、路线、党内、阶级、胜利、反对、领导、反革命、发展、团结、马克思、社会、大革命、帝国

主义、文化、干部、资本主义、修正主义

表 1 历届党代会工作报告高频词表

二、党的执政理念的演进历程

作为一门科学的文献计量学， 以文献为基本

研究对象，采用数学、统计学方法，对各类文献的

计量特征进行统计分析， 进而揭示和研究文献情

报规律、文献情报科学管理以及学科发展趋势。 ④

词频分析法是文献计量学中比较常用的一种分析

方法，其分析的基础是词语，依据的核心是数理统

计，词汇频率变化反映了特定的语言规律。 因此，
通过词汇出现的频次变化来测量词汇背后折射出

来的执政理念话语变化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较高

的可信度。
词频分析的基本前提是建立一定规模的语料

库。 具体而言，利用真实有效的党代会工作报告和

中央全会决定建立公文语料库是开展执政理念研

究的首要步骤。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

会工作报告是党的执政意志和施政愿景的集中体

现。 这种政治报告往往由指定的党内高级领导人

专职负责、 由专门组建的写作小组经过长期而审

慎的准备过程而写就， 其起草过程一般经过数月

乃至数年精心撰写而成，期间字斟句酌，数易甚至

数十易其稿。 ⑤同时，起草过程还需经过党内领导

的多次讨论研究和反复修改而定稿， 最后一般由

党的最高领袖在代表大会上正式宣读， 并在会议

期间经由代表大会的与会代表再做部分修改而在

会后作为党的专门文件而公开发表。 政治报告往

往代表着党内高层领导所能够形成的政治共识，
也是党的各种文件中篇幅最大、字数最多、涉及内

容最为广泛、说明论证最为充分的权威文件。 ⑥正

是基于这种最权威的代表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

政治报告可被视为党最为重要的理论主张、价值观

念、政策方针和行动方略，其通过的报告也是其执

政理念的集中体现。 因此，这些文本可以作为透视

建国以来党的执政理念现代化转型的绝佳窗口。
此外，由于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党的

中央委员会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领导党的

全部工作，对外代表中国共产党，因而换届后新领

导班子的执政意志和施政愿景集中体现在一年一

次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上。 由于党从新中

国成立便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执政实践， 考察

其执政理念的转型需要回溯 66 年的整个执政历

程。 因此，我们选取八大（1956）至十八大（2012）共

11 份党代会工作报告以及十八届三中（2013）、四

中全会（2014）、五中全会（2015）的 3 份决定或公

报全文作为分析载体， 试图探讨建国以来党的执

政理念的转型过程及其未来趋向。 进入人民网历

次党的工作报告数据库⑦， 下载八大至十八大的11
份党的政治报告和近 3 次重要全会决定或公报全

文， 并将 WORD 文档转化为 TXT 文本进行编码，
建立“执政理念语料库”。 使用 ROST CM6 分词软

件对报告和决定文本数据进行自动分词、 词频统

计、过滤部分无意义词后，提取 11 个工作报告文

本的前 30 个高频特征词，对语料库的高频词统计

分析可以明晰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从 “八大”到

“十八届五中全会”的转型历程，具体高频词统计

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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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可以看出，14 次党内重要会议的报告

中有效高频词累积出现 420 次， 经过重复筛选和

甄别，共有独立不重复高频词 148 个，平均每个高

频关键词出现的会议次数为 2.84 次。 通过观察高

频语汇在历次党内重要会议中进入前 30 名的次

数变化， 能够定量揭示党的执政理念话语变迁的

基本历程。 我们经过对 148 个高频词进行历时分

析后， 得出共有词汇以把握党的执政理念体系中

的稳定性要素， 并从高频词语的发展流变角度综

合把握执政理念的发展演变规律。 为此，我们将这

些体现执政理念的政治话语划分成稳定型、 衰减

型和新生型三种类型， 并对这三种类型的执政话

语进行具体解析。
1. 稳定型政治话语。随着时代的变化，党的执

政理念会无时不刻地随之变化， 但党之所能够长

期稳定执政的根本在于其拥有较为稳定的基本执

政理念。 相对稳定的政治话语可以通过高频词在

14 次党内重要会议报告中出现的频次来加以测

量。经过统计分析，“社会主义”和“人民”作为高频

词出现的会议次数均为 14 次 （100%），“发展”和

“社会”出现了 12 次（85.7%），“政治”出现了 11 次

（78.6%），“建设”和“经济”出现了 10 次（71.4%），

党代会 排名前 30 的高频词（排位从高到低）

十一大

（1977）

主席、革命、无产阶级、四人帮、社会主义、斗争、人民、走资派、资产阶级、伟大、专政、国家、
政治、路线、党内、阶级、胜利、反对、领导、反革命、发展、团结、马克思、社会、大革命、帝国

主义、文化、干部、资本主义、修正主义

十二大

（1982）

社会主义、建设、人民、经济、发展、国家、思想、领导、问题、社会、教育、政治、加强、实现、革

命、事业、企业、严重、群众、文化、民主、努力、组织、关系、错误、同志、精神文明、政策、干

部、提高

十三大

（1987）

改革、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建设、国家、人民、政治、领导、企业、制度、社会、体制、管理、问

题、群众、民主、生产力、开放、现代化、市场、思想、组织、技术、原则、马克思、干部、关系、事

业、教育

十四大

（1992）

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经济、改革、人民、开放、国家、现代化、坚持、体制、领导、必须、政治、
问题、思想、路线、社会、提高、市场、建立、制度、特色、干部、历史、民主、群众、加快、事业、
企业

十五大

（1997）

社会主义、发展、建设、经济、人民、改革、理论、国家、坚持、邓小平、社会、加强、领导、政治、
民主、制度、实现、文化、阶段、企业、提高、思想、马克思、体制、我国、现代化、统一、历史、问

题、完善

十六大

（2002）

发展、建设、社会主义、人民、坚持、经济、社会、改革、文化、加强、中国、思想、制度、完善、必

须、国家、推进、政治、领导、体制、提高、民主、全面、实现、群众、统一、我国、现代化、代表、
干部

十七大

（2007）

发展、建设、社会主义、人民、社会、改革、坚持、加强、制度、文化、完善、提高、体系、经济、民

主、科学、创新、全面、体制、开放、政治、管理、干部、和平、事业、保障、群众、思想、服务、和

谐

十八大

（2012）

发展、建设、社会主义、人民、社会、中国、坚持、特色、制度、文化、改革、经济、体系、国家、民

主、创新、体制、科学、政治、保障、服务、管理、机制、干部、生态、和平、现代化、安全、能力、
和谐

十八届

三中全会

（2013）

制度、改革、机制、体制、社会、发展、管理、体系、市场、文化、经济、服务、政府、企业、资本、
社会主义、国有、资源、政策、人民、公共、协商、机构、民主、生态、组织、投资、依法、监督、监

管
十八届

四中全会

（2014）

法律、法治、依法、制度、司法、建设、人民、社会、执法、社会主义、机制、行政、机关、立法、宪

法、体系、政府、监督、法规、律师、体制、程序、组织、干部、公开、行为、队伍、公正、服务、执

行
十八届

五中全会

（2015）

发展、经济、创新、建设、全面、社会、开放、人民、制度、安全、机制、体制、环境、政治、改革、
协调、科学、小康、治理、社会主义、服务、生态、建成、合作、全球、对外开放、城乡、地区、共

享、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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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领导”、“制度”、“体制”和“民主”5 个词

均出现了 9 次（64.3%），“群众”、“文化”和“改革”
出现了 8 次（57.1%）。 从具体词频的变化来看（具

体参见图 1），“社会主义”和“人民”两个词语在历

次党代会工作报告中出现的频次都相对稳定，对

应的两条折线都相对平稳， 充分说明党对社会主

义价值理念的坚守， 以及其执政理念对 “人民本

位”和群众路线的强调。 而“建设”、“发展”和“改

革” 等三个词语在历次党代会工作报告中出现的

频次变动性较大，在党的八大、九大、十大和十一

大政治报告中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但在十一

大和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开始急剧增加， 直至党

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中出现的频次大多维持在 100
次以上。 党的十八大后的三次重要中央全会由于

性质和五年一次的党代会报告有所差异， 主题更

加聚焦， 因而考察频次变化时应根据主题进行词

频异动观察。 具体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
“改革”出现了 178 次，超越了十三大报告中出现

的 175 次； 十八届五中全公报中，“发展” 出现了

346 次，超越了十七大报告（307 次）和十八大报告

（301 次）。
综合高频词在历次党内重要会议报告中出现

的频次变化及其在党内会议报告中出现的会议次

数来看， 有两类关键词是几代领导集体都一直尊

崇和坚守的。 从“为谁执政”层面来看，自新中国建

立以来，无论执政环境如何变迁，党的的执政宗旨

和价值取向都始终保持不变，即“执政为民”，典型

话语为“社会主义”、“人民”和“群众”。这不仅是党

“两个先锋队”政治定位所决定的，也是历经几代

领导集体的具体执政实践而不断继承和强化的结

果，彰显了党的执政理念内核所具有的超稳定性。
在局部执政时期，“为人民服务” 的革命理念就已

经形成。新中国成立后，党从局部执政迈向全面执

政时期， 毛泽东同志仍然秉持和强调 “为人民服

务”的执政理念。 在“为谁执政”的问题上，邓小平

同志提出“三个有利于”，将“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

的生活水平”视为“为人民服务”执政理念的重要

组成部分；江泽民同志则直接提出“立党为公，执

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第一次明确了党的本质特征

和根本宗旨；胡锦涛同志则进一步提出“权为民所

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将“以

人为本”视为科学发展的核心；而习近平同志则明

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思想，主张“人民

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要把增

进人民福祉、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
从“执政使命”层面来看，建设和发展是党的

核心执政责任和执政任务， 代表性高频词是 “发

展”、“建设”、“改革”、“经济”、“政治”、“社会”、“文

化”等。 从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党始终将发

展社会生产力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视为党

图 1 几个典型的稳定型政治话语频次的历时性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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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执政使命。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发展是

硬道理”和“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著名论断，
其对发展、建设、改革、开放和市场等方面的重视

为后面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实践提供了范本和

经验借鉴。江泽民继而提出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

的第一要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习近平则在此基础上提出“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的 总体布局，强 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引领中国的

未来发展。 总之，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党

的发展战略布局逐步实现了从 “单一中心论”到

“两手抓”、再到“三位一体”、然后从“四位一体”最

后到“五位一体”的梯度跃升。 总的来说，“执政为

民”的基本执政理念以及始终追求“建设和发展”
的执政使命， 是党的执政理念中一以贯之的基本

要素，确保党始终能够植根于深厚的社会土壤，以

其先进性确保其执政的合法性。
2. 衰减型政治话语。 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代

表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党的执政理念进行塑造的第

一阶段。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排名前 30 的高频词大

致可以分为 两类：（1）主要以 错误、改 造、资 产 阶

级、资本主义、问题、斗争、力量、革命、思想等语词

为代表的“革命话语”；（2）主 要以工业、建 设、企

业、农业、五年计划、农民、任务、合作社、商业等语

词为代表的“建设话语”。 具体来看，党的八大政治

报告中出现的改造、工业、农业、五年计划、农民、
任务、合作社、商业等话语表明，党的执政理念开

始自觉聚焦到“发展”和“建设”上来，通过经济建

设巩固政权成为党的执政主题。 1953 年，党提出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

义工商业进行“三大改造”，也正是在过渡时期总

路线的指引下，借助对广大群众的高度政治动员，
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一五”计划和“三大改

造”基本于 1956 年超前完成。 虽然八大制定了正

确的政治路线、建设方针和经济社会政策，但随之

而 来 的 社 会 主 义 总 路 线 、“人 民 公 社 化”、“大 跃

进”、“超英赶美”、“反右倾”、“左”倾错误等彻底扰

乱了党的八大所确定的战略部署。 以革命、 马克

思、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斗争、无产阶级、主席、专

政、胜利、帝国主义、修正主 义、伟大、阶 级、大革

命、列宁、反革命、团结、反对等为核心的“革命话

语”大行其道，主导着党的执政实践。 局部执政时

期的革命惯习深刻影响了 1958 年至 1978 年期间

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式，“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

大革命”、“搞运动”、“抓革命，促生产”等成为经济

社会发展的主导方式，刘少奇、阶级斗争、叛徒、运

动、林彪、集团、列宁主义、反党、四人帮、走资派、
党内、严重等话语系统相继成为九大、十大和十一

大期间的主导性政治话语。总之，第一类词汇作为

高频词在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大

多得到了持续，并在十二大之后逐渐走向衰减，而

第二类词汇则消失在九大、十大、十一大政治报告

的高频词视野中，意味着从九大至十一大期间“革

命话语”的强势凸显和“建设话语”的边缘化，表明

党对“如何执政”和“如何发展”问题的探索整体性

地陷入了困境。
1982 年党的十二 大政治报告 中依然高频 出

现了革命、错误等词汇，而它们如今早已不在高频

词的视野范围内了。 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之所以

高频出现“革命”和“错误”，意在深刻反省建国以

来形成的“左倾”错误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经

过历史性的反思，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切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共同富裕奔

小康”、“四个现代化”的执政使命，其核心执政方

略是“改革开放”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强调精

神文明建设即是“两手抓”方针的重要体现。 “生产

力”和“技术”在十三大报告中的高频出现也集中

体现了邓小平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决心， 随后

他还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邓

小平对党的执政理念的调整和纠偏， 使得党的执

政理念逐步回归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轨道， 彻底

将党的执政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启了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和

社会政治发展的新篇章。也正是在邓小平时代，党

才真正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现代转型，“革

命话语”全面衰退，“建设话语”异军突起成为主流

的政治话语。
3. 新生型政治话语。 新生的政治话语是在近

几次党内重要会议上产生的、 使用年限不长且至

今仍然被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

体所坚持贯彻的执政理念话语。 新生的执政理念

话语包括服务、体系、机 制、生态、和平、保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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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安全、全面、科学、创新、政 府、依法、监督、资

本、公共、协商、投资、监管、法律、法治、司法、执

法、行政、机关、立法、宪法、法规、律 师、程序、公

开、行为、队伍、公正、环境、协 调、小康、治理、建

成、合作、全球、对外开放、城乡、地区、共享、贫困

等 46 个词汇。 另外，“创新”一词十五大前几乎没

有出现，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只出现了 4 次，而

在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则分别出现了

32 次和 57 次。 “社会保障”、“生态”、“协调”这三

个词汇， 都是在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之时开始出

现较大幅度地递增。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除了变革

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外，重点提出了“和谐社会”
和“科学发展观”两大执政理念。 “和谐社会”建设

追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

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战

略任务。 “科学发展观”则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追求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结合，而统筹城乡、区域、
经济与社会、 人与自然的发展以及国内发展与对

外开放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 和谐、服务、
安全、和平、保障、生态、体系、机制、全面、科学、创

新等话语在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中高频出现即是

“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外显结果。 以习近

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坚持 “为

人民服务”的基本执政理念，也始终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围绕基

本执政理念和核心执政使命，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

体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超越，主要围绕“什么是发

展”和“如何实现发展”，从执政使命和执政方略两

个层面继续创新党的执政理念体系。 习近平总书

记对发展问题所做出的最大理论贡献， 就是对科

学发展观精神实质的提炼概括和“五大发展理念”
的正式提出。 明确主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

俱进、求真务实是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
深刻阐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 强调落实这些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

的一场深刻变革， 彰显了以新理念引领新发展的

战略思维。 五大发展理念是迄今为止党对“发展”
内涵所做出的最全面、最深刻的理论概括，反映出

我们党对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必将大幅度增强党

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引领和驾驭能力， 极大提

升党在发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综合来看，全面性、科学性和整合性是习近平

执政理念的核心特征。从执政使命看，习近平总书

记于 2012 年 11 月 29 日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 国梦”，“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

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两个一百年”是“中国

梦”的核心目标，即在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梦”源于对“三步走战略”的

全面深化， 明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线图和

时间表。 从执政方略看，习近平总书记将“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五大发展

理念”视为实现“中国梦”的根本路径。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超越了“四位一体”建设任务，将生态文

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

互联系、相互贯通，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阶段性战略目标， 是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战略统领。 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

一招和根本路径， 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战略目标

的基本方式和可靠保障， 而全面从严治党是发挥

党的坚强领导核心作用、 为实现战略目标提供坚

强组织保证的根本前提。 而在实现阶段性战略目

标的“十三五”时期，为适应和把握新常态，经济社

会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 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具体来看，治 理、制度、监管、政府、依 法、监

督、资本、公共、协商、投资等词语隐约揭示出十八

届三中全会所凸显的执政主张， 即 “全面深化改

革”。 转型中国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与开放，“全面

深化改革”作为既往改革举措的“升级版”，标示着

中国迈入以改革为旗帜的新时代。此次大会将“完

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

目标，“制度” 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

化的核心依托。 政府、依法、监督、法律、法治、司

法、执法、行政、机关、立法、宪法、法规、律师、程

序、公开、行为、队伍、公正等新生语汇全部属于法

治话语，十八届四中全会标识着党的“全面依法治

国”执政理念的全面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

义法制化进程持续推进， 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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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战略，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背景下，
“全面依法治国”传递和践行了“依法办事、依法治

理、依法行政、依法执政、依法治党、依法治政、依

法治军”的重要理念。 在党的建设领域，江泽民曾

提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胡锦 涛曾将“从严 治

党，反腐倡廉”视为党建核心，习近平则将“从严治

党”深化到“全面从严治党”，更加注重党建的系统

性和整体性。 八项规定、“四风”整治、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民主生活会、“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高压反腐、多轮巡视等重大党建举措既彰显了

党中央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的决心， 也集中昭示着

“从严治党”涵盖面之广和力度之大。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

段， 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既需要抓住发展的战略机

遇，也需要化解发展面临的矛盾、风险和挑战，而

破解发展难题的关键在于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五大”发展理念

是对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美丽中国等执政理念

的继承和全面超越。 “创新”一词高频出现在党的

十七大、 十八大和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公报中，从

“建设创新型国家”到“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

全局的核心位置”，再到“创新引领发展”，“创新”
理念被放到前所未有的战略位置；“协调” 发展理

念的代表性新生词汇为“协调”、“城乡”和“地区”，
重点是城乡和地区的协调发展， 注重物质文明与

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这与科学发展观中的“统筹

兼顾”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绿色”发展理念的代表

性词汇为“环境”和“生态”，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

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这深刻地继

承了胡锦涛同志所提出的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可持续发展”、“两型社会”以及“美丽中国建设”
思想；“开放” 发展理念的代表性词汇为 “对外开

放”、“全球”和“合作”，“开放”发展理念顺应了全

球化和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趋势， 中国既需要与各

国合作应对发展问题和各种挑战， 也需要提高对

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 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

中的话语权；“共享”发展理念的代表性词汇为“共

享”和“贫困”，共享发展强调全体人民的获得感以

及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除了教育均

衡、 就业优先等民生工程的实施和社会政策托底

外，实现共享发展需要依靠“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的基本方略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机制设计。 新

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五大发展理念”顺应了自然

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党的执政规律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规律， 既是党的执政理念历史转型

和现代演进的逻辑延伸和自然结晶，也是引领时代

进步和开拓发展新境界的根本指针和战略路径。
政治回应性是执政精英根据不断变化的外部

社会经济环境， 尤其是人民群众在不同时期多元

化的社会需求和政治期望， 通过内部治理结构的

变革和公共政策的适应性调整， 及时满足人们新

需求与新期望的能力。⑧回应性政治发展是以政治

稳定为目的，以“社会需求—国家供给”为过程，国

家对社会需求保持了较高的敏感性， 并通过不断

的调适、学习、回应来满足社会需求，在国家与社

会的互动过程中进而推动政治发展的一种制度变

迁和政治转型模式。⑨通过对历届党代会政治报告

的词频和内容分析，我们发现“执政为民”是党一

以贯之的执政宗旨和价值追求，“建设”和“发展”
始终是党的核心执政使命。同时，党的执政理念的

现代演进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随着时势变

化而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 其现代性取向不断彰

显，现代化程度稳步提升。中国政治发展具有明显

的回应性， 通过执政理念的调适增强治理制度的

回应性， 并在增强政治回应性的过程中不断提高

政治体制的调适性， 是中国实现健康和安全发展

的基本保证， 也是超大规模社会在急剧的革命性

变迁过程中保持活力并能维系稳定的重要经验。

三、基本结论

改革开以来， 党所处的内外执政环境发生了

极其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党顺应时代潮流，积极调

适执政理念， 有效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复杂而多元

的社会需求和政治期望， 不断增强党对社会需求

的敏锐性与回应性。 党之所以长期保持强大的生

命力， 其真谛在于不断将自身塑造成为具有高度

调适性的执政党， 增强执政党的调适性是中国政

党变革和治理转型的核心主题。⑩党的执政理念体

系的适应性调整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的奇迹。但转型中国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党的执

政事业能否更加安全而健康仍然取决于其执政理

念能否迎合时代潮流进行适应性调整。 通过对 14
份党内重要会议政治报告文本的定量研究， 我们

发现党的执政理念变迁的基本特征是：（1）“执政

唐皇凤 陶建武：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现代演进———基于历届党代会工作报告的词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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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 是中国共产党亘古不变的执政宗旨和价值

追求，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2）“建设”和“发展”
始终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执政使命，具

有一脉相承性和内在关联性；（3）党的执政方略呈

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执政理念随着形势变化

而不断实现话语系统的转换和更新。 新中国成立

至八大为第一阶段，革命话语逐渐褪去，执政理念

逐步确立；八大至十二大为第二阶段，以革命话语

为载体的革命型执政理念重新主导执政实践；十

二大至今为第三阶段，革命话语逐步边缘化，建设

和发展话语步入主流， 党的执政理念步入人类文

明发展的正轨， 指引中国的经济社会向科学合理

的方向发展。无论是从稳定的政治话语，还是新生

的政治话语分析，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秉持的

执政理念均具有很强的内源性、继承性和超越性。
“五大发展理念”立基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

学发展观”，强调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

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

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顺延着“以人为本”
和“科学发展”的轨迹内生而成的。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

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 同时承担领导党和

执政党的双重角色， 履行领导和执政的历史使命

与责任。 党的这种独特地位决定了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方向要靠党来指引， 发展的蓝图要靠党集

中全体人民的智慧来描绘， 经济社会转型深化中

日益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需要党来统合协

调。 通过理论创新实现党的执政理念的现代转型

和战略重构，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党的思想、组织、作

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五位一体”的伟大工程

为杠杆，撬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

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持续推进，切实贯

彻实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

念， 是当前我国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

大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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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Does Political Connection Reduce Firms’ Performance:
An Explanation Based on Productivity Perspective

Yu Wei
（School of Finance，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whether private enterprises’ political connection promotes or reduces
their performance， and then investigates the microscopic mechanism. Our study reveals， although political
connected firms on average outperform non -connected firms， political connection itself reduces firms’
performance indeed. The reason lies in the damage it causes to firms’ productivity. While helping private
enterprises break through development bottleneck， political connection also distorts firms’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conduct unrelated diversification more often， the innovation incentive is
weakened， and the policy burden is aggravated， which ultimately undermines firms’ productivity. The
heavily relationship dependent business strategy is definitely unsustainable in the long run. In order to
reverse those distortions， the authority should eliminate the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hind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Key words： political connection； firms’ performance； productivity

Does Internal Absorptive Capacity or External Spillover Effectively Narrow
Technology Gap?———Take Chinese High-tech Industry as an Example

Zhang Tongbin， Li Jinkai
（School of Economic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Abstract： Based on the new growth theory， this paper specified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echnology gap
variation driven by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In detail， R&D intensity and human capital variables are
chosen to stand for the internal absorptive capacity while technology similarity matrix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external spillover effect. Then，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various impacts of many factors on technology gap in
different R&D phases of high-tech industry using Panel Smooth Transition Regression method.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1）Generally speaking， the increase of R&D intensity enlarges the technology gap， however，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and the enhancement of spillover effects can narrow the technology gap；
（2）With the elevation of R&D intensity， the influences of R&D intensity and human capital on technology
gap increase first and decrease afterwards which presents a “V” type. The effects of spillover variable on
technology gap are significant and increasing gradually；（3）Among different R&D phases， there are two slow
transition processe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commonly make the technology gap narrow obviously in
the high R&D intensity phase.

Key words： absorptive capacity； spillover effects； technology gap； panel smooth transition regress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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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Huangfeng， Tao Jianwu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Abstract： With the shif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rom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to the ruling
party， the system of CCP’s governing idea has also undergone a corresponding transformation of its discourse
system. By word frequency and content analysis of CCP’s successive congress report， we find tha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CP’s governance concept
shows the following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s and laws：（1）“governing for the people” is the CCP’s everlasting
ruling purpose and values ；（2）“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has always been the core miss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3）the CCP’s governance concept has a clear pha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governing idea changed adaptability with the times constantly. “The Chinese Dream”， “the Four
Comprehensiveness”， “the Five Developmental Concept”and other governing idea raised by the new
leadership has a strong endogenousness， comprehensiveness and integration，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aw of the ruling， economy ， nature and the society， enhancing the legitimacy of the ruling of the CCP effec-
tively.

Key words： governing ide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ive developmental concepts； word fre-
quency analysis

New Democratism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ird Road： What Kind of Democracy，
and How to Make Innovations?

Zheng Weiwei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020）

Abstract： The theory of new democracy is based on scientific analysis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and
proper grasp of the nature of revolution and its strategy. It is a creative democratic theory. The class analysis
is the quintessence of new democracy. This is reflected in the analysis of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in
Soviet Union and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bourgeoisie in occidental places， as well as Chinese domestic. The
creativity of new democracy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analysis of bourgeois and the strategy of revolution.
However，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fre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socialist planned economy is inevitable. Fi-
nally， the CPC abandoned the new democracy and bega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which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Chinese society.

Key words： new democracy； class analysis； the nature of society； national bourgeoisie

The Transcendence and Limitation of the Social Democratic Welfare State
to Liberalism and Individualism

Zhu Xuhong
（Institute of Sociology， Zheji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angzhou 310006）

Abstract：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welfare state has become the way of reformism for almost all
the European democratic parties to achieve their goals.“The welfare state”， having taken shape under the ad-
vocacy of social democracy， mainly refers to the national model whose main features include mixed econo-
my， full employment， fair distribution， social welfare and security. The practice of welfare state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economy， politics， society and so on. Moreover， it also reflects the criticism and
transcendence of social democracy to liberalism， individualism and capitalism. The criticism or transcen-
dence is reflected in the positive view of freedom， the view of justice and equality，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assistance， the economic planning and the public economy， the weakening of bourgeois rights and the rein-
forcement of the democratic rights of the working class. It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strong criticism of the new
liberalism to it. However， this kind of criticism or transcendence， limited in the system and the framework of

（36）

（48）

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