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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于2003年发起创办，至今已是第六届。
年会的宗旨为：聚焦经典学术，展现学人风采，促进学科交流，提升城市文化品位，营造公正、开放
、活跃、民主的学术氛围，为上海市社会科学界构筑高层次、权威性、品牌化的学术文化公共平台。
学术年会秉承一贯宗旨，充分发挥大型学术论坛参与广泛、学术规范、形式多样的特色和优势，在繁
荣发展上海城市文化、促进社会科学界的交流融合以及服务专家学者的理论研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
　　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确定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当代中国：道路·经验·前瞻”。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最鲜明的特征，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30年，风云际会、波澜壮阔，是一个融经济增长、政治发展、社会建设、文化繁荣、国家崛
起为一体的大国成长过程，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社会实践和思想变革，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史上
一幅浓墨重彩、气势恢宏的壮丽画卷。
30年的快速发展，展现了一条发展中大国快速转型、和平崛起的成功道路，一条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
化不同的自主性道路，积淀和包含了大量独特的宝贵探索和经验，是对人类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发展道
路的重要的建树和贡献。
　　本届学术年会采取“学术活动月”的形式，由大会学术活动、学科专场学术活动和学会学术活动
三大系列组成。
大会学术活动主要内容有主题学术报告、名家学术讲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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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系是由中国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建立的
新型政治体系。
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同样离不开制度建设。
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存续与发展同样也离不开轴心政治制度体系的建设。
中国的国家建设所依托的根本前提便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社会进行现代国家建设并完成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与社会多元化的建设的
任务就更加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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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此，我们在研究制度对于政治体系运作与存续的关系这一政治问题时，也必然地需要做好如下
工作：第一，锁定两者发生作用的历史时空；第二，从制度群中找出主导性的制度；第三，从制度变
迁的角度具体分析两者的关系。
既然制度群在与政治体系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存在一种主导性的制度或制度体系，那么这种主导性
的制度必然与政治体系的存续与运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由于政治体系范畴中包含了社会的政治制度体系，因此这种主导性的制度或制度体系发挥作用实际上
是在政治体系的范畴之内进行的。
因此，这种主导性的制度或制度体系的运作与展开就必然要满足政治体系存续与运作的各种条件，我
们不妨将这种在政治体系范畴内存在与运作并支撑了政治体系的存续与运作及其功能发挥的政治制度
或政治制度体系称为轴心性的制度或制度体系，简称为“轴心制度”。
　　轴心制度概念的提出是对历史制度主义有关“主导性制度”论述的补充与细化。
在历史制度主义有关“主导性制度”的论述中，仅仅指出了在一套制度体系内部存在的各个子制度体
系间客观地存在一种主导性的制度。
这种主导性的制度或制度体系在整个制度或制度体系群中居于重要的主导性的地位，它不仅深刻地影
响其他子制度的运作，更直接关系到由各个子制度群组成的母制度或制度体系的存续与运作。
但是，历史制度主义有关主导性制度的描述过于笼统，并没有具体说明这种主导性制度的“主导作用
”体现在何处？
即这种“主导性”的制度有何具体的特点，这就为轴心制度的提出留下了一定的理论空间。
　　笔者认为：轴心制度的特点在于它是决定整个政治体系建构和运行的制度体系，即轴心制度本身
就是历史制度主义理论中所描述的“主导性”的制度或制度体系。
之所以用“轴心”这一词语来描述历史制度主义理论中的主导性制度，主要有如下原因：首先，轴心
制度包涵的意义较主导性制度更为丰富。
具体地说：第一，轴心制度是政治体系运作过程中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
人文社会环境中，轴心制度各不相同。
轴心制度强调制度的时间、空间特性，具有时空性的特点。
第二，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轴心制度逐渐地产生、发展、衰落与灭亡，轴心制度作用的发挥也伴随
着历史的进程的展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即，轴心制度作用的发挥是动态地逐步地展开的，具有动态性。
其次，使用轴心制度的概念能够形象地展现出主导性制度与母制度内部其他各个子制度的关系。
轴心制度与政治体系内其他制度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其轴心性方面。
所谓轴心性是指：政治体系内制度群的其他政治制度都围绕这种制度展开与运行，如果将这种制度抽
取出来，那么整个制度群便会分崩离析，进而引发政治体系内部制度的无序与政治体系存续条件的丧
失及其正常政治功能的发挥，甚至直接导致政治体系的解体。
因此，轴心制度的运作也需要能够满足政治体系存续所需要的各种条件。
其最为重要的功能便体现为对于社会中各种利益的整合。
如果做一个形象的比喻，轴心制度就像穿起冰糖葫芦的木条或竹签，如果将其抽出整个冰糖葫芦也就
散开了。
　　可见，轴心制度概念的提出是建立在历史制度主义理论中“主导性制度”理论的基础上的。
轴心制度更加具体描绘了这种制度体系内部的主导性制度的特点，即时空性、动态性以及轴心性。
前两个特点是针对主导性制度本身所做出的描述，后一个特点是将主导性制度与其他子制度进行比较
体现出来的。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轴心制度概念是对历史制度主义“主导性”制度理论的一种进一步的补充
与细化。
　　其实，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无论是在经济、文化领域还是政治领域内，前面所说的主导性的制
度都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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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社会金融领域内，货币制度就是一种主导性的制度。
一国货币制度的变革必然引起金融领域内其他制度的调整。
在政治生活中，尤其在政治体系内部，这种轴心性或主导性的制度对于政治体系的存续与运作具有重
要的意义与作用。
而作为一个社会中政治体系内部政治制度群体系中居于轴心性地位的制度往往是一个制度体系而不是
简单的一种制度，因此在轴心制度体系往往由一系列联系紧密的具体的制度而组成，在这些制度中必
然有一种制度对于轴心制度的确立与运作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我们尝试将这种制度叫做关键制度
。
关键制度是轴心制度的“制度轴心”直接影响到轴心制度作用的发挥。
因此，一个社会的政治体系的存续与发展与其内部的轴心制度以及轴心制度内部的关键制度具有重大
的关联。
二、构建轴心制度是我国现代国家建设研究的一种新的思路　　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系是由中国共
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建立的新型政治体系。
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同样离不开制度建设。
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存续与发展同样也离不开轴心政治制度体系的建设。
中国的国家建设所依托的根本前提便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社会进行现代国家建设并完成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与社会多元化的建设的
任务就更加艰巨。
　　但是，无论是在经济市场化的领域还是在政治民主化的领域与社会多元化的领域中，制度的作用
是无法忽视的。
、在西方发达国家，甚至形成了自动运作的制度体系，这种成熟的制度体系的运作又进一步规范了社
会成员的行为，在无形中塑造了一类适应制度规则的人。
而这种适应制度规则的人反过来又进一步加深了制度的合法性使得制度进一步内化在社会成员的观念
与意识中，进而达到降低社会管理成本的结果。
　　因此，现代国家的建设与现代社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变为对现代制度体系的诉求。
在政治领域内部，如何构建现代政治体系也就是民主化的政治体系是世界各国政治发展必须解决的问
题。
　　通常的经验有以下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所谓的早发内生型制度建设。
这种类型的制度建设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社会，其特点是民主制度的形成是一种自然的内生过程。
民主制度的建立尽管通过了各种形式的革命，但制度体系的构建却无法脱离旧有制度体系的影响。
最为典型的便是英国现代政治体系的形成过程。
在英国，尽管资产阶级革命曾经一度赶跑了国王，但是，最终民主制度的构建依然参考了旧有的制度
，如保留了国王的王位以及一批旧有官僚。
今天，我们无法因为英国拥有国王就认为其不是现代民主国家的原因就在于，现代民主代议制度作为
西方国家民主政治体系中的轴心制度，已经将旧有的君主制度整合在其制度体系内部，进而维系了现
代民主政治体系的稳定。
因此，这类经验的关键就在于轴心制度通过制度竞争而最终确立起来。
　　第二种类型是所谓的后发外生型制度建设。
这主要发生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与社会中。
其特点是民主制度的形成是移植或自上而下地强行贯彻的。
亚非拉国家在获得反殖民运动的胜利后，纷纷模仿西方发达国家建立了不同的新型的现代民主化的政
治体系。
但是，许多国家的政治体系在建立后不久就发生了内乱，导致政权更迭频繁，内战不断，新生的政治
体系崩溃、分裂或无法维系其稳定的运作。
其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制度建设的失败。
新的制度无法适应本国的环境，或者制度在运作过程中无法有效地调节好本国复杂的利益关系，无法
形成一种具有强大整合能力的轴心型的制度体系，进而导致整个政治体系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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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无论在哪一种现代政治制度体系构建的模式中，构建起具有强大整合能力的轴心型制度都
是必要的。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构建一个政治体系内部具有强大而高效整合功能的轴心政治制度对于
完成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是有重要意义的。
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轴心制度的形成与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形成需要一个相当长
的制度之间的竞争与博弈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制度设计者的参与虽然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考虑最为广泛的社会成员
群体对制度的认可与接受。
轴心政治制度的形成不是执政者单方面的意愿，而是执政者与社会成员围绕利益博弈的最终结果，因
此，一种轴心制度的形成与确立是个极其复杂的利益与意志竞争与博弈的结果。
并且，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化，轴心制度也要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与更新，否则就有被替代的可能。
　　在今天，我国改革开放经历了30年的历程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的建设已经进入攻坚阶段。
如何围绕我国现有的政党制度来构筑我国的现代轴心政治制度体系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同时也是
思考我国现代国家建设之路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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