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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网络党建论:互联网时代政党的组织变革与社会适应》介绍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
发展，在推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已经日益显现出其对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深刻影响
。
现代政党作为产生、形成于机械大工业时代的特殊政治组织，在信息社会已经渐露峥嵘的新形势下，
必然会引起传统政党组织结构的自我变革。
因此，如何通过政党的组织重建以适应迅速变化的社会，不仅是中外主流政党的普遍共识，更是作为
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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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研究会特邀研究员。
主要从事军事历史与军事政治学、网络党建与网络社会治理等研究。
先后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其中，《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和目录索引3篇。
出版著作5部：《中国共产党与国防现代化》、《天下黄阿：黄河的人文历史》、《民族国家视野下
中国近代国防的重构》、《军事与政治要论：马克思主义军事政治学经典论述与基本观点》、《中国
军事政治学理论：共产党人的军政关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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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适应》（项目批准号：2011EDSO01）1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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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澄清两种模糊认识 一是必须以科学理性、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研究转型时
期党执政资源流失的现象，既不要庸人自扰，又不能熟视无睹。
 对于现阶段党执政资源的流失，当前学界、政界的主要观点主要集中表现为：（1）认为随着执政时
间的增加，经历战争洗礼、坚定承认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社会成员减少，新一代对执政合法性不
断提出质疑导致了党的执政地位危机；（2）认为“党政分开”这一改革过程发生偏差以及发展民主
政治、扩大人大权力而造成党的执政权力弱化，使党失去社会控制力；（3）认为经济基础的变化，
多种所有制成分不断增加，夺取了很多基层党组织的阵地，使党的组织资源萎缩，使党失去政治动员
力；（4）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分层加剧，利益多元化，价值观念变化使政治信念缺失，使党
失去社会凝聚力。
上述观点对于目前党执政资源的流失现象作出了一定的合理解释。
但是，仔细分析这些观点的背后，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点，即是在立论分析的时候，
研究者先定地认为党的执政资源具有不可流失性，认为已有的资源既然可以办好过去的事情，也能够
办好当前和今后的事情，所以应该永久保持反复使用。
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一是没有认清党执政环境的变化，从而将变化当成危险的挑战，而不是
丰富和拓展执政资源的机遇；二是没有理解执政资源在向执政能力转化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个能量的
“消耗”，从而将正常的“消耗”看作是“流失”。
从更宽广的角度来看，执政资源的流失，不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独特现象，而是世界上所有长期执
政的政党所面临的普遍问题。
因此，预防并遏制党执政资源的流失，首先就必须从思想上澄清这一模糊认识，以一种科学理性、成
熟自信的态度对待转型时期党执政资源流失的现象。
从很大程度上讲，执政环境的变化虽然导致党的某些传统执政资源的流失（比如意识形态力量的使用
），但绝不能因此就说它弱化了党的执政能力，而应该理性地认识到这是现代执政环境对执政党提出
的客观要求，某些传统执政资源不是“流失”，而是“转向”，回归到了正确的位置，发挥了更加恰
当的作用，从而应该可以和能够强化党的执政能力。
今后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根据执政环境的变化及对党执政提出的新要求，在丰富和拓展新的执政资
源的同时，还要重新整合党的传统执政资源，使之在现代执政条件下发挥正确而恰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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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网络党建论:互联网时代政党的组织变革与社会适应》由时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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