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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政治整合的途径与意义

——国家建设的必要条件

张永桁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吉林　长春　81180130 

摘　要：政治整合是国家建设的必要条件，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政治整合的方式一是权力主体在中央建立合

法性政权，二是通过代议制民主制度在地方整合权力客体利益诉求。以价值维度分析，政治整合的意义是建立合理的公共

秩序。本文通过对新中国社会改造和阿富汗新政府失败的比较分析论证政治整合与秩序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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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的主题是国家，从古至今，政治学家对完美

的国家建设范式不懈追求，但恰如“民主是一种政治理想，

而民主化是一种有风险的政治实践”，普适的国家建设理论

并不存在。由于历史文化和客观条件的差异，不同国家适合

的现代化模式不同，但政治整合是国家建设的必要条件，只

有经过政治整合，国家才能组织成一个联系紧密的政治共同

体，推进现代化进程。本文将阐述政治整合的内涵和方式，

论述政治整合在国家建设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分析政治整

合在秩序构建上的意义，通过比较分析中国现代化建设和美

国对阿富汗的民主改造，探析现代国家建设的合理范式。

一、政治整合：将分散的政治权力集中起来

政治整合的内涵是对国家政治权力的组织，也就是政

权的建设。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政权的建设是首要任务，

如果不进行政治整合，不能形成集中、有效的政权，国家将

始终是“一盘散沙”。实现政治整合，需要从中央、地方两

方面着手。

首先，在中央层面，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是政治整合的

基础。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政

治权力关系，也就是“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之间的命令与服

从关系”。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解释了权力客体服从于权力

主体的原因。换言之，如果国家政权没有建立在合法性之上，

被统治阶级将没有理由服从统治阶级的命令，国家秩序的稳

定性存在隐患。因此，只有权力主体掌握权力、管理国家的

理由被权力客体认可、同意，国家政治的组织化才能开展，

政权稳定性才能得到保障。

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不断变

化。从原始社会到中世纪，人们或通过观察超自然现象，或

通过宗教的修行，相信存在一种超验的力量赋予君权合法性

（即君权神授），这种超验的力量保障了专制政权的存续。

随着启蒙思想的出现，“人”的意识开始觉醒，人民之间订

立契约赋予了政权统治的合法性，民主成为了组织政治权力

的基本形式。因此，现代政权建设要求“多数人的同意”，

只有代表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主体才能掌握权力，组织政

权。

总之，不论是通过君权神授，抑或是人民赋权，中央

层面实现政治整合的唯一途径是取得大多数人对该政权的

认可，从而使得该政权具有合法性。

其次，在地方层面，政治整合要求动员人民群众参与

国家建设。在国家政权合法性得到认可后，政治整合就应当

从中央转向地方，实现对不同利益诉求、文化传统群体的重

新聚合。在现代政治实践中，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代议制

民主制度。承接政权合法性来源——民主，代议制民主制度

赋予了人民反映诉求、表达偏好、参政议政的权利。由此可

见，政权合法性要求权力主体下放权力，人民权利的广泛实

现又保障了政治权力的稳定，在中央 - 地方的双向互动下，

国家建设有序进行，政治整合实现了国家政治的组织化。

二、政治整合的意义：公共秩序

相比其他政治价值而言，秩序处于最高位阶，具有优

先性。目前美国大型突发事件频发，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大选抗议游行、得克萨斯州极寒风暴的应对失策值得反思：

过分强调民主、自由而忽视秩序的稳定会导致社会的全面失

序。正如亨廷顿所言，“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

无秩序而有自由。”因此可以说，政治实践的基本目标，就

是建立稳定合理的政治秩序，而这一价值的实现，来自国家

政权的整合。

在一般意义上讨论秩序的价值，离不开国家起源理论。

无论是霍布斯描绘的人人自危的自然状态，还是马克思从阶

级矛盾、利益冲突角度对国家的理解，我们发现国家的合理

秩序必然不是自发形成的，因为政治学永恒的困境：私人利

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不可避免、普遍存在。根据马克思、恩

格斯的国家起源理论，正是因为合理良善的公共秩序无法自

发形成，国家才应当作为限制冲突、规定秩序的工具而产生，

“国家这种力量应当把利益冲突限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

国家与秩序是一对互相依存的概念，国家的产生是为了建立



43

科研管理 3 卷 6 期

ISSN: 2661-3751(Print); 2661-376X(Online)

合理的公共秩序，而稳定的公共秩序反过来促进国家建设。

政治整合的重要意义是为国家构建起稳定的政治秩序，

政治整合主要以两种形式构建秩序：

第一，垄断强制力，并以法律形式解决冲突，规范行为。

政治整合在国家范围内建立起具有合法性的政权，权力主体

在人民的同意下制定法律、掌握强制力，并合法运用强制力：

法律规定了人们行为的边界；审判机关以公正合法的形式判

断矛盾主体责任；监狱等惩罚机关对违法行为进行惩戒。

第二，政治整合以民主的形式聚合利益偏好，保障经

济秩序稳定。由于地理位置、文化传统的差异，国家范围内

不同区域的利益偏好不同，政治整合将分散的区域组织成一

个政治共同体，必须顺应整体生产力进步。代议制民主制度

解决了这一问题，不同地域的公民行使政治权利，反映利益

诉求，权力主体依法推行经济政策，维护国家整体经济秩序

稳定。这就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逻辑：权力主体通过政治

整合构建秩序，良好的政治秩序与经济秩序互相促进，推动

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

三、政治整合的现实价值

在当代政治实践中，不同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模式有差

异，国家建设建成的国体、政体也不同，但若一个国家不进

行彻底的社会改造、政治整合，就无法真正走上现代化道路。

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权和美国扶持阿富汗政权为我们提

供了正反两方面的例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深刻转变，在发展方面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得益于建国初期彻底的政治整合，

完成了社会主义社会改造。新中国政治整合主要有以下两个

特点：

第一，彻底清算国内反动势力，“人民当家作主”确

立政权合法性。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的

伟大胜利后，首先清算战争遗产，“地富反坏右”或是接受

法律的制裁，或是接受改造成为国家建设的积极力量。对反

动势力的彻底清算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赋予了党

领导人民进行国家建设的执政合法性。《宪法》对国家权力

来源进行规定：“中国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自此，新中国政权合法性真正建立，中国成为了一个团结紧

密的政治共同体，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共谋发展。不可否认，

长达三十年的政治整合运动犯了“左”倾错误，国家经济发

展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政治整合和

政治组织化是必要的。矫枉过正和及时止损是政治进步这枚

硬币的两面，如果没有那段时期看似“矫枉过正”的政治整

合，新中国发展的命运将难以预测，右翼财阀垄断的韩国、

内部瓦解的苏联是惨痛的教训。

第二，以“党政结合”模式，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实现地方利益的聚合。中国国土面积大，人口众多，中国共

产党通过“党政结合”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真正实现人民当

家作主，维护政权合法性。与西方国家模式不同，中国走出

了一条“政党——国家”道路：党组织与地方政府的充分结

合实现了对地方群众多元利益诉求的聚合；党组织与中央政

府的高度结合实现了对政府行政的充分监督。中国共产党执

政既非“一党专政”，也区别于两党制、多党制，这样的制

度既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结束政治纷争，也能充分吸收民意，

保障人民民主。除此之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当家作

主的最根本保障，以代议制民主的形式吸收社情民意，代表

人民最根本的利益，解决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在这样的模式

下，党领导人民建立起自上而下、有效统一的政权体系，长

期衰落的国家政权得以重塑，民主、法治化水平在政治整合

的基础上不断提高。

与新中国社会改造的成功案例相反，阿富汗新政府的

国家建设彻底失败，这证明缺失政治整合，美国的民主神话

也会破灭。民主是一种美好的政治理想，但民主化绝非固定

模式的照搬，国家建设必须经历政权合法性的建构、多元政

治权力的聚合。阿富汗政治整合失败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阿富汗新政府缺乏执政合法性。美国扶持的阿

富汗政府虽然在表面上是现代选举政府，但其执政合法性并

非来源于人民授权，而是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这就是以小

布什总统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者”主张以军事强制力推广

民主的本质矛盾：独裁的手段与民主的目标南辕北辙。缺乏

执政合法性的政府不但无法实现社会重建，甚至不能保证政

府的有效运转，因此，在美国建立新政府后 17 年的今天，

阿富汗依然高度依赖美国，民族独立与国家自主成为了比

“民主”更为遥远的理想。

第二，阿富汗政府无法对社会进行组织化整合。空降

的民主政府无法改变阿富汗部落社会的现实，2018 年，阿

富汗全国 407 县，政府只能控制 143 个，52 个被塔利班组

织控制，余下的 202 个依然属于部族分治。新政府无力对社

会进行重组，加剧了国家割裂，部落首领、地方军阀、宗教

组织的混战彻底摧毁了国家建设的未来。2011 年，美国总

统奥巴马增兵阿富汗，并击毙本拉登，但阿富汗的社会秩序

并未改善，因为社会问题的根源不是恐怖分子，而是缺乏合

法性的新政府无法聚合社会族群组织，形成政治共同体合力

发展。

第三，阿富汗政府难以实现经济结构升级。阿富汗至

今仍是农业国，支柱产业是美军遗留的罂粟种植，这导致新

生人口数量巨大，且过剩劳动力无法消化。根据马克思主义

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产业的单一、落后严重

影响了政治整合的进程，反政府组织队伍持续壮大，美国和

新政府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必然导致国家的进一步分裂。

2004 年至今，阿富汗于美国而言从民主的伊甸园变成

了烫手的山芋，阿富汗无法离开美国，美国也只能凭借美元

和枪炮维持短暂的稳定。或许对“美式民主”和美国模式太

过自信，“新保守主义者”在民主化问题上犯了政治幼稚的

错误，忽略政治整合、社会聚合，即使完美的民主化模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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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是空中楼阁。

比较新中国现代化建设和美国对阿富汗的民主改造，

政治整合在秩序方面的现实价值更加明显，政治整合是国家

现代化建设中最重要、基础的环节。经过彻底的政治整合，

权力主体执政合法性才能得到认可，分裂割据的社会组织才

能聚合成稳定的政治共同体，国家经济才能持续健康发展。

政治整合过程在政治、社会、经济三个维度下建立良好秩序，

为自由、民主等政治价值的实现奠定基础。

四、结语

政治整合在国家建设中有着决定性影响，是实现国家

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国家必须经历政治整合，才能走上现代

化道路，其中的逻辑是：权力主体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上建立

执政合法性；合法有效的政权聚合分散的政治组织为政治共

同体；代议制民主制度整合人民利益诉求推动经济发展。通

过政治整合，实现经济与政治的双向促进，在良善合理的秩

序建立后，逐步完善民主、法治等政治价值。

民主是美好的政治理想，民主化却困难重重，没有最

完美的制度，只有最适合的制度，弥补现实与理想的差距，

就是政治学人的使命。事实上，在任何国家找到适合的现代

化道路都绝非易事，政治整合只是要素之一。庆幸的是，纵

观新中国走过的 70 年辉煌，我们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

的国家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政治凝聚力空前强大，经济发展活力持续增长，

社会法治化、自由度日益完善，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随着时代发展，国际政治舞台错综复杂，我们正在经历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更不应满足于现状，如何在政治整合的基础

上实现政治制度的持续创新，如何在良善秩序的基础上追求

更高位阶的政治价值，需要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在理论和

实践层面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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