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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按照恩格斯的观点ꎬ国家的定义应当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对其国民拥有

公共权力的机构ꎮ 而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ꎬ这种公共权力机构沦为列宁所

说的“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ꎬ这是特殊的国家性质ꎮ 不能把国家的特殊性质当作国

家的定义ꎮ 社会整体利益所要求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执政者的阶级性的矛盾是历史

上国家政权面临的基本矛盾ꎬ其解决程度决定了该政治权力机构的历史合法性程度ꎮ
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仍然需要用革命手段来建立与巩固新生政权ꎬ建设新的经

济基础ꎬ因此需要人民民主专政ꎮ 而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与改革开放ꎬ我国已经建立起以

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ꎬ剥削阶级已经不是集团

性政治力量ꎬ因此无产阶级已经基本完成其历史使命ꎬ需要建立以依法治国为根本的新

的治理体系ꎬ这将是与经济建设中改革开放同样伟大的社会变革ꎬ它将从根本上解决国

家政权机构面临的上述基本矛盾ꎬ是与经济领域改革开放同样伟大的社会变革ꎮ
〔关键词〕国家ꎻ国家治理ꎻ公共权力机构

国家究竟是管理公共事务的公共权力机构ꎬ还只是阶级压迫的工具? 这个

问题始终困扰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界ꎮ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ꎬ不仅影响到我们如何

看待历史上的国家和对民族传统的继承ꎬ也影响到我们如何跟全世界各种各样

的国家打交道ꎬ更直接关系到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部门的工作:究竟应

当以进行阶级斗争、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为主要任务ꎬ还是以发展社会经济、进行

社会治理为主要任务ꎮ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的唯一正确路径ꎬ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５—



的精髓“实事求是”ꎬ坚持唯物史观ꎬ摆脱“两个凡是”教条主义学风的束缚ꎬ对国

家职能及其矛盾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ꎮ

一、何谓国家以及国家权力机构的基本矛盾

社会是一个整体系统ꎬ而不是个人的机械总和ꎮ 作为整体ꎬ社会必然有一系

列公共事务:如抵御外敌的集体防卫、进行与外部社会的合作ꎬ以及内部的治安、
交通、环境治理等等ꎬ需要组织社会成员来完成ꎻ同时还必须处理社会成员之间

的各种冲突(包括阶级冲突)以维护社会整体的稳定ꎮ 小规模的社会可以通过

社会自治来完成ꎬ毋须建立强制性的权力机构ꎮ 然而大规模的社会必须有一个

执行公共事务的强制性的权力机构ꎬ这种公共权力机构就是国家ꎮ 没有这样的

公共权力机构必将导致社会解体ꎬ这是国家之所以产生和存在的合法性根据ꎮ
恩格斯指出ꎬ国家与氏族社会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

的国民”ꎬ“第二个不同点ꎬ是公共权力的设立”ꎮ 国家拥有的公共权力就是“国
家主权”ꎬ这是国家的生命所在ꎮ 因此ꎬ按照恩格斯的说法ꎬ国家的定义应当是

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对其国民拥有公共权力的机构ꎮ
但是国家拥有的公共权力归根到底由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来掌握ꎬ

而每个人的本质是其特定的社会关系的总和ꎮ 而在阶级社会中ꎬ整个社会“分
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ꎬ国家公共权力必然掌握在

代表剥削阶级的根本利益的人的手中ꎬ国家的公共权力必然受到剥削阶级意志

的污染ꎬ使其在执行公共事务和处理社会利益冲突的过程中ꎬ沦为列宁所说的

“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ꎮ〔１〕

国家既是拥有主权的公共权力机构ꎬ又成为阶级压迫的工具ꎬ这二者是何关

系? 前者是国家的定义ꎬ后者是国家在特殊历史时期其在国内事务上所具有的

特殊性质ꎮ 我们不能把国家在某一方面的特殊性质当作国家的定义ꎬ“剥削被

压迫阶级的工具”不能成为国家的定义:第一ꎬ如果某个阶级压迫的机构未能成

为公共权力机构ꎬ至多只是一个武装组织或社会团体ꎬ而不是国家ꎮ “伊斯兰

国”就不是国家ꎬ地下黑社会、黑工厂不是国家ꎬ虽然它们也能够进行一个社会

集团压迫另一个社会集团的活动ꎮ 第二ꎬ它只是国家在处理国内事务上的性质ꎬ
而不是国家对外关系上的性质:因为国家对外关系上不可能进行阶级统治ꎬ不能

称之为“阶级压迫的工具”ꎮ 第三ꎬ国家对外与对内的公共事务的权力是国家主

权ꎬ它是国家的灵魂ꎬ丢掉了“国家主权”来讲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ꎬ必然忽

略了国家的最核心的东西ꎬ导致对国家的片面理解ꎮ
由于上述原因ꎬ历史上的国家权力机构面临着根本性矛盾:一方面ꎬ国家的

合法性来自其拥有的公共权力ꎬ它本来应当代表全社会的整体利益ꎬ是社会整体

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ꎮ 所以历史上一切国家都宣称自己代表整个国家全体人民

的利益ꎬ以获得其合法性ꎮ 然而另一方面ꎬ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条

件下ꎬ国家政权实际上掌握在社会中占据优势地位的阶级的手中ꎬ受到社会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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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利益集团的意志支配ꎬ从而使公共权力沦为执行其阶级意志的工具ꎮ 由此形

成了历史上国家权力机构面临的基本矛盾:社会整体利益所要求的公共权力的

合法性与执政者的阶级性的矛盾ꎮ 对这个矛盾的解决程度ꎬ决定了该政治权力

机构的历史合法性程度ꎮ 剥削阶级为了维护其根本利益ꎬ至多只能在一定时期

将这个矛盾控制在合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范围内ꎬ这就是所谓在历史上难得一

见的“盛世”ꎮ 而从根本上说ꎬ剥削阶级国家无法解决这个矛盾ꎬ总是受到自身

利益的驱使ꎬ将公共权力沦为其压榨劳动者的残酷工具ꎬ从而破坏其公共性———
破坏社会整体的生存条件ꎮ 这就招致人民的反抗而使国家权力失去其合法性ꎬ
由此形成国家权力系统的更替ꎮ 剥削阶级国家政权ꎬ由于其赖以建立的经济基

础之中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ꎬ使其面临的公共性与阶级性之间的矛盾也

不可调和ꎬ从而无法得到真正解决ꎮ

二、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意义及其在当代中国的使命的完成

中国共产党夺取国家政权、掌握国家政权的合法性ꎬ来自于它代表以工农联

盟为基础的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ꎬ不断解决公共性与阶级性的矛盾ꎮ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旧政权不具有代表中国人民的合法

性ꎮ 旧中国是个分裂性社会———分裂为以“三座大山”为统治阶级、以被剥削被

压迫的人民为被统治阶级的两大集团ꎮ 其国家政权已经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而在

实质上丧失了合法性ꎮ 而尚未掌握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还不可能以国家的身份来

代表整个国家和全体国民ꎬ只能代表国民中的一部分———无产阶级和广大的被

压迫民众ꎬ由此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的先

锋队ꎮ 但是ꎬ它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是推翻代表反动的剥削阶级利益、阻碍中华

民族公共利益实现的旧政权ꎬ以建立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政权ꎮ 无

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ꎬ从而使自己的阶级性与人类公共性

相一致ꎮ 在中国ꎬ中国共产党虽然只是代表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占人口绝大

多数的被统治阶级ꎬ但其诉求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一致ꎬ即阶级性与公共性相

一致ꎮ 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的历史合法性基础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ꎬ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ꎮ 建国之初的

新中国政权必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人民民主专政ꎮ 这是因为被

推翻的政权仍然具有集团性的阶级力量反抗新政权ꎬ同时社会的经济基础并没

有随着军事革命的胜利而立刻发生变化ꎬ因此旧政权的复辟是随时可能的ꎮ 人

民民主专政的主要任务是领导人民建立与巩固新的政权ꎬ打击和镇压已经被打

败的革命对象的复辟旧政权的思想与行动ꎮ 这一方面要尽最大可能将这些阶级

的成员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公民ꎬ从而消灭这些人作为阶级集团力量的存在ꎬ
另一方面则要逐步实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整个民族经济基础进行改

造ꎬ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ꎮ 由此建立起与此相适应的政治

制度ꎬ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最大的“公共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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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敌斗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ꎬ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与

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ꎮ 原来的革命对象大多数已经被改造为社会主义的

建设者ꎬ他们所从属的阶级已经基本上被消灭ꎬ即使有残余ꎬ也不再形成某种集

团性力量ꎮ 无产阶级本身在夺取政权之后占有了生产资料ꎬ因而也不再是原来

意义上的“无产阶级”ꎬ而是能够通过公有制支配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ꎮ 农民阶

级也从过去的小生产者改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劳动者ꎮ 改革开放之后ꎬ
出现了与国外资本的合作、民营资本等“三资企业”ꎬ但是ꎬ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

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ꎬ“我们有

优势ꎬ有国营大中型企业ꎬ有乡镇企业ꎬ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ꎮ 因此ꎬ
‘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ꎬ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ꎬ
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ꎮ” 〔２〕在这样的经济基础条件下ꎬ中国社会内部的

阶级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全体人民虽然有阶级与阶层的差别ꎬ不同阶级与

阶层之间的冲突仍然存在ꎬ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ꎬ全社会已经不再分

裂为对抗性的社会集团ꎬ克服了社会分裂ꎬ将全体人民团结为整体力量ꎮ 全中国

广大人民在根本利益上一致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全社会认同的价值

准则ꎮ 因此ꎬ阶级、阶层在一定范围内的矛盾仍然存在ꎬ但是在总体上已经转变

为人民内部矛盾ꎬ这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ꎮ〔３〕 这就为我国

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公共性提供了现实基础ꎮ 这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伟大的历史

成果ꎮ
这个根本利益一致的全中国人民需要先进力量来代表ꎬ这责无旁贷地就是

中国共产党ꎮ 因此ꎬ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和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ꎬ作为

政治上层建筑的领导核心———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也必然发生变化ꎮ «中国共产

党章程»中有明确的表述与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ꎬ同时

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ꎮ” 〔４〕 党的先进性表现在自觉地代表中国先进

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ꎬ领
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政权的执政手段与执政形态就要

发生变化:从“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转化为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准

则的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ꎮ 这就是说ꎬ不再预先划分每个人所属的阶级的身

份ꎬ然后根据阶级关系来处理不同阶级之间矛盾的“专政”方法ꎬ而是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ꎬ用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保护与约束每个公民的行为ꎮ 所有公民ꎬ
不论其属于哪个阶级ꎬ其行为都受到同样的社会主义法律的保护与约束ꎮ 实现

这种执政方式的改变ꎬ是因为国内的剥削阶级已经不能作为一种全国性的集体

性力量与人民对抗ꎮ 零散地发生的阶级冲突现象ꎬ党领导下的国家政权能够用

社会主义法制的手段进行协调控制ꎬ而不需要通过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

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解决ꎮ 中国社会在经历了夺取政权的武装革命

时期、掌握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之后ꎬ进入到了新的时期———社会主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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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时期ꎬ社会发展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ꎮ 无产阶级专政已经逐步地完成了它

的伟大历史使命ꎬ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要逐步采取一种新的形式ꎮ

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新形态

虽然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取得上述伟大胜利ꎬ但这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

已经完全结束其历史使命ꎬ这是因为这个过程并非一夜之间就能完成ꎮ 社会主

义法制体系还有一个逐步形成和巩固的过程ꎮ 为了这个转变过程不发生国家治

理真空ꎬ所以改革开放之后ꎬ我国仍然需要人民民主专政ꎮ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

来ꎬ我国法制体系逐步完善ꎬ依法治国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ꎬ逐步成为全社会公

认的价值准则ꎬ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依法治国的迫切需要ꎬ以“人
治”为基础(根据每个人的阶级成分来处理社会冲突)的专政手段ꎬ必须被以“法
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所取代ꎮ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ꎬ我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ꎬ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ꎮ”这是我们党

在无产阶级专政完成其历史使命、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已经基本建成之后ꎬ所逐步

推进的对中国政权形式的根本变革ꎮ 可以说ꎬ新一届党中央在政治领域开启的

这项历史任务ꎬ与三十多年前邓小平同志开启的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开

放的任务相互辉映ꎬ同样伟大ꎮ
“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根本ꎮ 如上所述ꎬ在无产阶级专政时

期ꎬ阶级斗争是社会的主要矛盾ꎬ社会治理主要依靠将人划分为不同阶级ꎬ依靠

无产阶级群众力量ꎬ根据阶级关系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矛盾ꎮ 这是“以
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式ꎮ 这种政治上层建筑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是相适

应的ꎮ 而在社会经济基础是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时ꎬ在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非陷入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的情况下ꎬ国家

的治理方式应当逐步走向依法治国ꎮ 国家通过法律形式来维护全体人民的根本

利益ꎬ所有公民不论属于哪个阶级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ꎮ 即使是不同阶级成员

之间的冲突ꎬ也要用法律的形式规范他们的行为ꎬ将其行为控制在保护劳动者基

本权益和资本方的合法利益ꎬ从而实现社会总体利益的范围之内ꎮ
我国的以依法治国为根本的现代治理体系ꎬ必然将具有中国特色ꎬ这是由中

国传统(特别是建国后我党领导下形成的治国传统)所必然形成的结果ꎮ 习近

平同志指出ꎬ“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ꎬ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
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ꎬ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ꎮ 我国今天的国

家治理体系ꎬ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
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ꎮ 那种在中国没有历史根基的治理体系ꎬ如果盲目

地引入中国ꎬ必然不会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和遵循ꎬ从而不可能在中国的大地上立

足生根ꎬ只会将中国导入到社会动乱之中ꎮ
—９—

国家定义与国家治理体系新论



我国的以依法治国为根本的现代治理体系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定型化ꎬ
通过一套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法治体系来实施与运行ꎬ从而落实为一系列

具体的法律制度ꎮ 这种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用法律的形式来规定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地位ꎻ用法律形式保证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基

本经济制度ꎬ确保我国的国有资产和其他各种所有制资产的安全ꎻ用法律形式规

范政府行为ꎬ以防止各种腐败现象的发生ꎻ用法律形式保障我国工人阶级与其他

劳动者的各项民主权利和其他各种基本权益ꎬ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ꎻ同时用法

律的形式保障国内外投资者与经营者的合法权益ꎬ处理各阶级和阶层的社会成

员之间的矛盾纠纷ꎮ
正是由于这种以“依法治国”为根本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

主义性质ꎬ使它能够逐步地真正解决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政权所无法解决的矛

盾———国家政权在合法性上的公共权力性质与执政者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阶级

性的矛盾ꎮ 这是因为这种治理体系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为主体、各种

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社会经济结构ꎬ使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ꎮ 而在这个

治理体系中的领导力量是代表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ꎬ其自觉地按照

历史规律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ꎬ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ꎮ 因此ꎬ这就能够

从根本上解决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政权所无法解决的矛盾———国家政权在合法

性上的公共权力性质与执政者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阶级性的矛盾ꎮ 由此建立的

依法治国的国家治理体系ꎬ将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创造ꎬ也将是世界历

史上的伟大创造ꎮ

注释:
〔１〕列宁:«国家与革命»ꎬ«列宁选集»(第 ３ 卷)ꎬ人民出版社ꎬ第 １１８ 页ꎮ
〔２〕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ꎬ«邓小平文选» (第 ３ 卷)ꎬ人民出版社ꎬ第

３７５ 页ꎮ
〔３〕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ꎬ«毛泽东文集» (第 ７ 卷)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２０５ 页ꎮ
〔４〕«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ꎬ(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通过)ꎮ

〔责任编辑:钟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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