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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组织

资源开发的挑战与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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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形势下党组织资源开发所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党组织成员的素质有待提升,

组织资源安全隐患值得警惕; 党组织网络 结点 松动, 组织资源维护的难度加大以及党基层组

织建设还面临诸多问题, 组织资源开发的基础不牢固。提出了相应的措施:提升党组织成员的

素质,强化组织资源安全观;积极拓展党的组织网络,丰富组织资源;加强党基层组织建设,夯

实党组织资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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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资源理论认为,组织生存的关键是获取

和维持资源的能力,政党也不例外。政党作为当

今世界最重要的组织类型之一, 有着与其他一般

组织的特征,从而决定政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

所处环境的约束,需要从环境中获取资源。 一个

政党必须具备必需的资源才能体现自己的存在价

值。 [ 1] 对于执政党而言, 政党潜在的和现实的执

政资源的数量、质量、开发利用的方式、利用的程

度与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政党的执政能

力和长期执政的前景。如果执政党缺乏这种能

力,就可能面临丢失政权的危险。

作为客体, 当政党组织能够 被利用 而产生

价值关系进而为执政党提供支持的时候,它就自

然成为了执政党的 资源 。 组织资源是党的执

政资源赖以存在的载体和依托, 其要素包含党员

队伍、组织机构和组织方式等。 [ 2]政党组织资源

的丰厚程度,直接关系到其他执政资源的获得效

果。中国共产党有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有

一大批靠得住有能力的干部队伍, 还可以通过各

个层级的组织,可以有效地联系其成员,把党的思

想、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其成员和社会民众中。

通过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作用的发挥来保证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在全社会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贯

彻落实,这些都是党的组织资源。[ 2]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

党的组织资源在新经济、新社会领域呈现出复杂

化发展态势, 遇到了新的挑战、新的问题, 组织资

源开发的 应然 (目标状态)与 实然 (起始状态)
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提高新时期党组织资源开

发的能力,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提升自

身执政能力过程中面临的崭新课题。

一、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组织资源开

发所面临的挑战

新形势下党组织资源开发所面临的挑战主要

表现在:党组织成员的素质还有待提升,组织资源

安全隐患值得警惕; 党组织网络 结点 松动,组织

资源维护的难度加大以及党基层组织建设还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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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问题,组织资源开发的基础不牢固。

(一)党组织成员的素质有待提升, 组

织资源安全隐患值得警惕

任何一个政党都需要一定数量的政党组成人

员。如果把政党组织比喻为人体的话, 那么党员

相当于人体的 206块骨头, 组织机构就相当于人

的骨架, 而组织的功能则相当于人的消化、呼吸、

循环等生理系统。人的各种活动都离不开骨骼在

其中的作用,如果人的骨头出现了问题,人就无法

活动,就无法汲取自己所需要的资源,人的生命安

全也就理所当然地会受到严重威胁。同样, 对政

党的组织资源建设来说,政党在努力增加党员数

量的同时,更要注重提高党员的质量。如果党组

织成员的质量不高, 政党的形象、战斗力就无从谈

起,政党组织资源的安全也必然要受到威胁。以

英国工党为例, 1979年工党拥有的集体党员达到

历史最高峰,但工党的战斗力并没有得到相应的

体现,相反工党却在 1979年失去执政地位,一直

到 1997年工党才重新获得执政地位,在野时间长

达 18年。在其他国家, 如苏联共产党、日本自民

党、印度国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等都是在其政

党规模达到最高顶峰时陷入衰落的。

中国共产党有七千八百多万党员,但中国共

产党党员素质状况如何也直接关系到党组织资源

的安全。从当前看, 我们党的党员队伍的整体素

质总体上是好的,战斗力是强的,先进性作用的发

挥也是比较好的,但是,也存在着一些这样那样的

问题,从而对党组织资源安全构成隐患。

第一,部分党员宗旨观念不强,先锋模范作用

不明显。有的党员认为 市场经济就是利益经

济 , 抱着 无利的事不做、无名的事不干 的想法,

思考问题往往从本位主义出发, 以自我为中心。

有的党员思想意识不纯,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观念;有的党员领导干部 主仆错位 ,高高在

上, 当老爷官, 把为群众办实事当成是自己的恩

赐,把贯彻中央精神习惯于发文件、开会议、喊口

号,没有具体可行的措施, 没有实际的行动;有的

对上级虚报浮夸,报喜不报忧,对群众敷衍塞责。

有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不讲原则、不

负责任; 言行不一, 弄虚作假; 铺张浪费, 奢靡享

乐,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 一些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

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这些问题严

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

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

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必须引起全党警醒,抓紧加

以解决。

第二,党员政治素质有待提升。主要表现为

以下几种类型:其一,政治参与冷漠型。这种情况

在普通党员身上表现最为突出,事不关己,高高挂

起。其二,政治人格缺损型。 人云亦云, 不知所

云 是其真实写照。其三, 政治投机型。惟我独
尊,惟利是图是其普遍心态。他们往往出于个人

或小团体的利益以及个人好恶, 对事物作出评价

和决策,而不是从他人或全局出发。在决策过程

中,片面强调集中,或者不按规定程序议事,使得

常委会或党委会成了摆设,委员们发挥不了应有

的作用。

第三,党员队伍知识能力素质有待提高。应

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党员队伍的总体素质得到

了极大的提升。正是这样一支向 四化 迈进的党

员干部队伍,使中国 30多年来, 成为历史上发展

最快、群众生活改善最大的时期,从没有任何政党

能如此造福于中国人民, 这是时代的主流,也是举

世公认的事实。而另一方面, 也必须看到,当前党

员队伍知识能力素质参差不齐的现象还普遍存

在。特别在广大农村, 有的党员干部虽然在主观

上有带头发展生产力和带动周围群众共同致富的

愿望,但是由于缺乏必备的科学技术知识,无法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 也难以保证其先进性作用的发

挥。

(二) 党组织网络 结点 松动, 组织资

源维护的难度加大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组织资源的开发主要是

通过组织网络体系的构建加以实现的。这种组织

体系的建立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展开:第一,在国家

政权中建立党的组织体系。建国以后, 中国共产

党就依据党的章程着手在政府机构内设立党的组

织。这种组织有两类, 一是为组织和管理中央政

府机构内党员而设立的党委会。二是为加强党中

央对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而在中央政府内设立的

党组。这样,从中央人民政府到各基层政权都设

立了党的各级委员会和党组, 前者拥有对相应的

各级政府官员的人事任免权或任免建议权,后者

通过党组的党员直接掌握国家政权来实现党的领

导,从而为党领导国家政权,并通过国家政权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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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的整合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二, 使党的基

层组织散布到社会的角角落落, 从而形成了以基

层组织为轴心, 以经济生产单位为基础,以计划体

制为构架的社会整合模式。通过以上的举措,形

成严密而完备的党的组织网络体系。从纵向上

看,从中央到地方,各个社会层次的各个角落都有

党的基层组织(支部) ;从横向上看,不仅在各级行

政区建立地方党委,而且在城市的各种 单位 和

农村都有党的基层组织。从实践看, 这种组织整

合能够把建国之初 一盘散沙 的中国社会凝聚成

一个整合,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贯彻党的各种

方针政策都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展开了被称为 第二次

革命 的全面的体制改革。这场改革的任务就是

要从根本上改变旧的计划经济体制, 而代之以新

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的条件下,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诸多变化。这种

变化给党对社会的组织资源开发带来深层次的挑

战,其最大的问题是党组织网络 结点 的松动和

损坏。在所有制方面, 单一的国有制发展成为公

有制占优势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新产生

的个体劳动者群体和私营企业主群体以及合资、

外资经济呈现出快速扩张的趋势。 2000- 2005

年,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户数由 176. 2万户增加

到 430. 1万户, 同期,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主人数

从 395. 3万人增加到 1109. 9万人。2006 年底的

统计数据表明, 私营企业数量占全国各类企业总

数的比重达 57. 4% [ 2] 另一方面, 随着中国社会

结构的转型,大量的民间自发组织不断涌现, 先是

在经济领域,一些个人和企业自发建立互助互利

的帮扶组织,如酒业行业协会、农业协会、商业团

体等,随后发展到各种学术团体、专业论坛、舆论

媒体等。 据民政部门的统计,到 2007年底, 全国

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总数达 38. 69万家。另据我

们的调查估计, 目前实际开展活动的各类社会组

织中,包括大量无法按照现行法规登记注册的草

根组织、境外在华社会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农村

社会组织及各种网络型、松散型的社会组织等,其

总量约为 300 万家。且近年来更以年均增长

30%以上的速度递增。 [ 3]而这些组织当前还没有

被纳入到党的组织体系中来。可以这么说,新的

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出现使党在建国以后所编

制的组织网络出现了 结点 松动, 加大了组织资

源维护的难度。

(三)党基层组织建设还面临诸多问

题,组织资源开发的基础不牢固

政党一端架在社会之上,另一端架在国家之

上,它!形∀ 在政权体制外,!魂∀ 在政权体系中。 [ 4]

若缺少政党, 国家与社会之间就缺少了必要的

!调节器∀和!连动带∀ 。 [ 4] 而政党的基层组织则是

政党联系民众的中介、桥梁和纽带,承担了向民众

传播政治信息、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反映民众要求

等功能。因此政党基层组织建设状况如何,直接

关系到政党组织资源开发的基础牢固与否。党的

十六大以来,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按照

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 的功

能定位扎实稳步地向前推进, 取得了许多重大的

理论与实践创新成果, 但同时也存在和暴露出一

些急需抓紧研究解决的问题。

第一,党基层组织的作用没有得到较好的发

挥。党的十七大对基层组织的设置与功能作了新

的表述,指出: 要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全面推进

农村、企业、城市社区和机关、学校、新社会组织等

的基层党组织建设, 优化组织设置, 扩大组织覆

盖, 创新活动方式,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

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 。党的

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再次明确指出, 要 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

进和谐的作用 。这是对党的基层组织作用的高

度概括,也是根据新的形势任务对发挥党的基层

组织作用提出的新要求。但从当前党的基层组织

建设的现状而言, 党基层组织应有的功能没有得

到有效发挥。有许多党的基层组织对自身的功能

定位不明确、对自己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模糊

不清,更对如何发挥 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

心、促进和谐 的功能感到无所适从。例如一些社
区党组织对于应以服务社区为重点体现自身价值

认识不清,处处以领导者自居,对社区党建工作的

开展带来了阻力;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将 推动发

展 理解为推动单纯的经济发展和增加物质财富

的积累过程,没有将其与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包含全面发展指标的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有机结合起来; 一些非公有制企业的党组

织认为 促进和谐 就是要一味地以损害职工利益

为代价对企业主迁就退让,而不是去努力寻找党

组织、职工群众和企业主三方利益的结合点等。

第二,党组织对流动党员管理的难度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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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党员是指由于就业或居住地变化等原因, 在

较长时间内无法正常参加正式组织关系所在党组

织活动的党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择业更加自由, 劳动力在产业之间转移和

地区间流动日益广泛和频繁, 外出务工经商和人

才流动中的党员越来越多, 范围越来越广。对流

动党员的管理已成为党员管理工作中的一个难

题,一些流动党员党组织关系长期滞留在原单位,

成为 挂名党员 、口袋党员 。过去党员管理工
作存在的单一化,共性化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

党员队伍流动量大、流动速度快的状况。

二、新形势下党组织资源开发的具体

路径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所指出的: 世情、国情、

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党

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

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 为此,

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

都更为繁重和紧迫。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

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 十七届四

中全会在这里实质上提出了组织资源开发的迫切

性问题,这也要求我们要采取有效措施拓展新形

势下党的组织资源。

(一)提升党组织成员的素质, 强化组

织资源安全观

第一,在构建学习型政党的过程中提升党员

干部素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 把建设马

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抓紧抓好。 通过构建学习型组织对党员素质提高

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帮助广大

党员树立正确的党员宗旨观念,帮助广大党员,特

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坚持党的宗旨,不断完善自身的社会道德

修养,尽快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学会观察世

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变化, 提高拒腐防变和

抵御风险的能力。其二,提高广大党员的政治素

质。通过学习型政党的构建, 可以使广大党员了

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增强自身的组织意识和责

任意识,增强自己对党组织的归属感和责任感,从

而有利于自身政治素质的提高。其三, 提高广大

党员的知识素质。通过学习型政党的构建,可以

帮助广大党员掌握工作中的现代科学知识,拓宽

知识领域, 注重管理科学、信息科学、法律法规等

方面知识的学习更新, 了解掌握市场经济运行的

特点、规律,以提高自身的知识能力素质。

第二,要加强党员的管理与监督。严格监督

和管理,是对党员干部的最大关心和爱护,也是广

大党员, 特别是党员干部提高素质的客观需要。

当前,要按照 进口 要严、出口 要畅、中间环节

要加强的指导思想, 积极探索加强党员监督管理,

以提高党员素质: 其一, 要严把 入口 关,保证发

展党员的质量。发展党员是保障党员队伍质量的

第一道关口。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发展党员的规

章制度,建立和完善发展党员两推荐(党员推荐、

群众推荐)一公示制度、组织员谈话制度、入党积

极分子培训制度,把好培养考察关、推荐选拔关、

组织谈话关以及转正关,推进发展党员工作的制

度化、规范化。其二, 要畅通 出口 关, 严肃处置
不合格党员。对那些缺乏革命意志、不履行党员

义务,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党员,要根据相关原则及

时进行处置。其三, 要加强对党员的管理。各级

党组织要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积极探索新时期党

员管理的新举措。当前,重点要建立和完善三个

制度:一是建立和完善目标管理制度,把党员的职

责、任务纳入年度目标考核,把完成目标情况作为

评选表彰先进的依据; 二是建立和完善表彰激励

制度,对优秀党员进行表彰和奖励;三是建立和完

善监督约束制度,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共产党员只

有参加党的组织生活, 才能受到党的教育和党内

生活的锻炼,不断增强党性观念和组织纪律观念,

做一个合格党员。同时要加强对流动党员和下岗

党员的管理,不断加强和规范对流动党员的管理,

积极探索加强下岗职工党员、解除劳动关系和失

业党员的管理办法。

(二)积极拓展党的组织网络, 丰富组

织资源

第一,推进 两新组织 党建的工作,拓展党的

组织网络。如上所述,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随着新的经济组织和新的社会组织的出现

和发展,给原有的党对社会的组织整合带来挑战。

如何处理党的基层组织与 两新组织 的关系, 如

何不断扩大党的工作的覆盖面, 以增强党对社会

整合能力,已成为新时期提高党对社会整合能力

的重大课题。为此, 江泽民同志 2000 年 5月 14

日在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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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的: 抓紧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开展党的工

作,加强党的建设,是我们党确立和巩固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

发展的需要。 [ 5] 13

为此,必须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思想上

正确认识 两新 组织党建工作的作用和重要性。

针对 两新 组织决策层对 两新 组织党建工作心

存疑虑,怕影响 两新 组织发展思想,党组织要做

好教育引导工作, 积极团结好和引导好包括非公

有制经济组织业主在内的 两新 组织代表人士。

二是要以服务为突破口,不断扩大党组织的影响

力。首先,服务群众, 保护职工利益。服务群众,

保护职工利益是党团结凝聚 两新 组织广大群众

的必然要求,党组织只有坚定地维护两新组织当

中的广大职工的利益,才能把他们团结在周围,引

导两新组织健康发展。其次, 要以服务为切入点,

赢得两新组织决策层和业主的支持。要确立围绕

两新 组织中心任务和中心工作开展党建工作的

工作思路。三是要创新 两新 组织党建工作, 提

高 两新 组织党建的实效性。 两新 组织党建工
作是党建领域的新事物,必须有新的观念、思路、

方式和方法。它要求我们坚持把党建工作的原则

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 注重党建工作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根据 两新 组织的实际情况开展党建工

作。党组织活动的安排应以小型、分散、灵活、业

余等形式为主, 做到时间不要太长, 费用不要太

多,规模不要太大,内容不宜过多,活动主体不要

单调,形成 活动时间业余化、活动内容多样化、活

动形式灵活化, 组织生活正常化 的话动机制, 以

创新 两新 组织工作的方式、方法。
第二,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

础,丰富党的组织资源。建国以后很长的一段时

间内,党的阶级基础主要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

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组成。 工人阶级是

党的阶级基础,工人、农民、政府官员和解放军是

党社会基础的主体。但这些社会阶层或者团体的

比例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 [ 6] 71
特别

是在我国逐步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

非公有制经济已从原来的数量性扩张的阶段进入

了加快发展、持续发展和大力发展阶段, 私营业

主、个体工商户和雇佣劳动者 (含管理和技术人

员) 三大群体 将不断地产生出来,并且长期存在

下去,使我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社会结构发生

极大的变化,也使党的社会基础构成发生重大的

改变。这就要求我们 在着眼依靠工人阶级并相

应做好有关工作的同时, 党必须把团结新兴阶层、

拓展群众基础进一步突出出来。 [ 1]正如江泽民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指

出的: 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

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

高党的社会影响力。 那么怎样不断增强党的阶级

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呢? 其中重要的举措就

是把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这不

仅有利于更好地调动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同时也有利提高党组织对社会整合效

力。我们应当看到, 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三大
群体∀ 是随经济体制的转换,自觉或不自觉地就业

于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他们的政治取向基本上

是健康的,对这样一支力量,我们没有理由不予关

注,只有把新社会阶层中那些经过长期考验、符合

条件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才能使我们党执

政的组织基础日益巩固。 [ 6] 72反之, 如果我们不

将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广大职工群众看作党的组织

资源之源,而把具有较强的参政议政意识的业主

阶层排除在 体制外 ,那么,中国共产党所依托的

社会基础将日渐式微, 党在非公有制领域的阶级

基础就会萎缩,从而从根本上动摇党代表最广大

人民群众利益的基本立场,也必然使党对社会组

织整合的效应大打折扣。

(三)加强党基层组织建设, 夯实党组

织资源的基础

第一,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和作用。

即要按照十七届四中全会所提出的总体要求, 充

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

心、促进和谐的作用。一是在推动发展方面。党

的各类基层组织必须学习、掌握现代经济发展的

基本知识,以有效推动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带领群

众发家致富。二是在服务群众、凝聚人心方面。

要增强党员干部为群众服务的意识, 善于把握群

众的脉搏, 了解群众的疾苦, 及时反映群众的要

求,从而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能体现群众的意

愿、维护群众的利益,以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向心力

和感召力,把广大群众吸引和团结在党的周围,扩

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三是在促

进和谐方面。其一, 要建立解决矛盾的各种机制。

如基层党组织化解预防矛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

公共帮助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体系等; 其二,要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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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民众利益表达渠道。最主要的就是要推进基层

民主政治建设, 为民众的利益诉求提供更多的渠

道。要按照党的十七大要求的,健全民主制度,丰

富民主形式, 扩宽民主渠道,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保障人民的知情

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激发民众的民主参

与积极性,提高他们的政治话语权,充分发挥其主

人翁精神。

第二,建立健全流动党员教育管理的长效机

制。针对当前流动党员增多, 流动党员管理难等

问题,基层党组织必须有着力探索建立健全流动

党员教育管理的长效机制。为此, 需要做到以下

几个方面:一是各级党组织要强化主动作为的工

作意识。即党组织要增强工作的主动性,不断完

善流动党员登记制度和建立健全联系、汇报制度。

基层党组织要加强与外出党员之间的联系,对流

出的流动党员要及时进行登记, 以实现党员离乡

不离党。相应的, 对于符合流动党员有关条件的

流入党员, 要准确、及时地建立资料库, 做好党组

织转移相关工作。二是建立健全流动党员教育管

理的长效机制。对流动党员的教育和管理要坚持

从流动党员的实际情况出发, 要因人、因地制宜,

也可以通过远程教育等方式, 加强对流动党员的

教育。对有困难的流动党员,党组织应该及时伸

出援助之手,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使流动党员能

够切身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针对少数流动党员

中出现的组织观念淡薄,长期故意不参加党组织

活动、不履行党员义务、拒不交纳党费的党员,要

严格按照 坚持标准,立足教育,区别对待,综合治

理 的原则,以教育为主、处分为辅。经教育后还

不合格党员,要严格按照党的纪律进行处置,以保

持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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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to Organizations Resource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mu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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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llenges to the o rganizat ions resource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under the new situat ion ar e as the fo llow s: the quality o f par ty member s is to be impr oved; the securi

ty of org anizat ional r esources should be w atched out ; party netw o rk nodes are gett ing loose; the

maintaining of org anizat ional resources is g et t ing more dif f icult; the building o f the party 's g rass-

roots org anizat ions st ill faces many problems; the basis for org anizat ion resources development is not

solid. It requires u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par ty member s, st reng then security concept of org aniza

t ional resour ces, act ively expand the party's org anizat ional netw ork, enrich resources of the org aniza

t ion, st reng then the party∀ s grassroo ts or ganizat ions and reinforce the basis for party resources.

Key word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Organizat ion;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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