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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转型与中国的变迁》

内容概要

本书在国内首次对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划分了其主要发展阶段，
提出了一个以“控制—制衡”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并从党与市场、党与国家、党与社会三个维度对其
研究内容进行了阐述，得出如下启示：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转型中，中国共产党同时面临着两
大根本任务：一是适应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承担中国国家建设的历史重任；二是
维持自身的组织存在与政治认同。这两大根本任务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同时，与改革开放后中国
的政治变迁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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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错的文献综述，首尾的理论剖析薄弱
2、:无
3、以高超的文字技巧完成了学术研究、夹带私货和向派对建言的三重任务，是不错的文献回顾与整
理，可作处理海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初步指南用。对中国学、中国研究、汉学的讨论，及派对与社会
一部分，启发较多。缺点一是所谓乐观派悲观派及相对应现代化—列宁主义分野仍显粗糙，二是英文
文献基本止于2010年以前，新研究不算多，尤其是勃兴的定量研究方面甚少涉及，大部停留在历史主
义—定性分析—冷战后冷战政治学与分类学窠臼中；三是过分排斥了一些从历史角度论述党问题的汉
学/中国学学者的文献而集中于当代研究；四是技术问题，一些海外学者中文名有误，参考文献采用土
鳖做法将大量未直接引用的中英文文献列上造成混乱，且无人名索引。对于中国研究与西方社科理论
发展的紧张关系，有涉及，不深究，这可能也是当代中国研究发生学的一种特色吧。
4、不错的引介专著，述多于评，略遗憾
5、对我来说这本书的存在在实用性上就值得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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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更为重要的是，党的“吸纳”政策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内在冲突。如亨廷顿所言，“现代化在使一
党制的领袖们忧于扩大和组织政治参与的同时，却大大增加了试图参与政治的集团的数量，并使它们
日益多样化。如果党的领袖试图把这些新集团吸收到这个唯一存在政党的组织架构中来，他们确能获
兼容并蓄之效，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削弱党的团结、纪律和热情。如果拒新集团于党的大门之外，他们
当然能维护党的内聚力，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危及党对政治参与的垄断权，并诱发以推翻现存体制为目
标的紊乱和暴力政治行为。”②沿着亨廷顿的思路，狄忠蒲指出，“吸纳”政策带来的最大挑战是党
如何保持自身的认同：党如何能够在吸纳商人和企业家的同时，继续宣称自己是工农兵利益的代表呢
？党如何能够在促进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保持对合法政治组织的垄断权以及对社会的动员能力呢？③
何必也认为，党的“吸纳”政策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在培育新的社会基础与保持原先的社会基础之间
保持平衡。“只要党能为工人和农民提供进入精英阶层的机会，党就仍旧可以保持其合法性基础。但
是如果对新社会精英的吸纳意味着对工农阶层关上大门的话，那么党的合法性基础将迅速流失。”④
　　市场经济所引发的经济和社会变迁，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强大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各项适应性改革，不仅使其得以保持自身的执政地位，而且造就了一个多元社会与一
元政治并存的局面，后者构成了海外学者面临的“中国谜题”的核心。无论是党的制度化努力，还是
对新精英的吸纳，都表明党拥有适应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的调整能力和制度空间。这就使得海外学者继
续“坚守”列宁主义理论的假定变得更为困难。一方面，党的自我调整以及多元社会与一元政治并存
局面的出现，使得他们不得不承认党的适应性努力对于推动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的现实意义，
尽管这多少超出了列宁主义理论的想象范围；另一方面，他们又坚持党的列宁主义内核的基本假定。
在他们看来，无论党进行了怎样的适应性努力，党的“列宁主义内核”并未发生任何改变，即它仍旧
是一个以主导和控制社会为根本目的的政党，而在列宁主义理论看来，党的控制导向是无法与一个拥
有充分自主性的现代社会共存的。如是，则海外学者对于党的适应性努力的不同看法实则并无太大分
歧。“乐观派”怀抱的是一种“期盼”的态度，希冀现有的适应性努力能够最终改变党的列宁主义性
质；“悲观派”怀抱的则是“怀疑”态度，认定现有的适应性努力无法解决列宁主义政党内在的脆弱
性问题。二者都将中国共产党视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后者本质上是一个脆弱、缺乏适应性以及需要
“被改变的”政治组织。因此，在“坚守”列宁主义理论的基本假定上，二者的态度是一致的。　　
第四节小结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经济领域中最大的变量就是市场化经济改
革的推行。因此，本章的讨论主要围绕海外学者有关市场化经济改革与中国共产党的转型问题而展开
。　　本章的第一部分主要分析列宁主义政党的脆弱性问题。在列宁主义理论看来，列宁主义政党本
质上是一个脆弱的政治组织，这不仅体现在其脆弱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上，也体现为它有限的适应能力
。一方面，对组织成员“超个人化”要求的不可持续性，使得基于组织整体性之上的政治合法性十分
脆弱；另一方面，适应能力的缺乏又使得列宁主义政党难以应对社会环境的变化。因而，在列宁主义
理论看来，列宁主义政党是一种具有内在缺陷的、无法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政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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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共产党转型与中国的变迁》的笔记-第147页

        严重错误，考据不认真。Shao-Chuan Leng一看就知道是姓Leng不是姓Shao，这人比较冷僻，国内
有些媒体曾译为冷少川，但总之不是邵川棱。人物信息
：http://www.chiamonline.com/People/lpwas/leng.htm

2、《中国共产党转型与中国的变迁》的笔记-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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