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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治是中华文化的优秀因子
改革需要思想引领

程冠军的 《走向善治的中
国》有很多好的观点，其中一个
突出的亮点是作者把中国梦和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既联系又区别
开来了。现在理论界和社会上流
行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把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等于中国
梦的实现；另一种观点认为，第
二个一百年目标即 2049年中国
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等于中国
梦的实现。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有 7
个地方谈到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
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关系，从表述上看二者是有区别
的，两者之间要么有顿号，要么
有逗号，要么有“和”，顿号、
逗号、“和”的前后的意思绝对
是相对独立的，它不仅是表述，
而且内涵也有本质区别。2049
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达
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中等发
达国家的水平这不是我们的中国

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之所以叫伟大复兴、伟大梦
想，这个伟大复兴、伟大梦想绝
不只仅仅停留在中等发达国家水
平，它是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基础之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是要跻入世界强
国的行列。世界强国和中等发达
国家水平不是一个概念，所以程
冠军同志把它区分开来这是一个
深化。我认为，如果再把它深化
一下，这实际上是提出了“新三

步走”，第一步，建党 100周年
的时候，2020年时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第二步，建国100周年
的时候，2049年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第三步，在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观点值
得我们关注，这不仅有利于我们
正确地理解中国梦，而且对我们
科学地把握“四个全面”的战略
布局也是一个参照。

善治需要全社会的共同推动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
深化改革，并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十八届四
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全面依法治
国。这就说明我们的党和国家正在
实现由管理向治理的根本性转变。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法律
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
提”。这说明十八大以来的中国，是
一个走向善治的中国。日前，由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程冠军
所著的《走向善治的中国》一书对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善治思
想进行了深入解读和研究。

程冠军对于善治的研究溯源
自老子，“善治”一词源自老子《道
德经》，其后，先秦时期滕国国君滕
文公采纳孟子仁政思想治国理政，
广施善教和善政，为滕国赢得“善
国”之美誉，滕国也因此成为儒家
仁政思想唯一一块试验田。据此，
程冠军认为，善治不仅仅是西方语
境，它更是中华文化的优秀因子。

程冠军认为，善治应该有三个
基本条件：第一是法治，封建社会
也有法治，但是它非良法；第二是
德治，封建也有德治，但没有良法；
第三是现代化，这是封建社会不具
备的，所以封建社会无法也不可能
实现善治社会的美好理想。

善治社会的建设要抓住关键
少数，这就是官员。程冠军认为，有
善吏方有善治。就当今的政治生态
而言，一个领导干部仅仅廉洁奉公
或仅仅能干事、有作为，都不够全

面，只“廉”不“能”是庸官，只“能”
不“廉”是贪官。因此，当领导干部
的一定要做一名“善吏”。“善吏”首
先应该是廉吏和能吏，也就是说，
一个官员只有具备了“廉”和“能”，
才能称得上是一位“善吏”。

对于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程
冠军指出，奢侈攀比之风，不但腐
蚀人的心灵，销毁人的意志，而且
会导致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更会
造成社会仇富心态的滋长，引发各
种社会矛盾。不但会影响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而且发
展下去很可能断送我们的中国梦。
对此，每个中国共产党人都应警
惕、警醒。中央出台的八项规定是
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期面对严峻
的形势所做出的从严治党的庄严
承诺。要信守这个承诺，就要从小
事做起，从身边做起，从衣食住行
做起。管住自己的嘴，管住自己的
腿，管住自己的手，管住自己的亲
属，管住自己身边的人。不以善小
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只有如
此，才能取信于群众，取信于人民，
对得起自己的庄严承诺。

对于党中央十八大以来的高
压反腐，程冠军认为，出现腐败不
可怕，可怕的是不敢向腐败动真
刀。反腐败不是一场轻松愉快的游
戏，而是艰巨复杂的长期斗争。腐
败分子既是人民的敌人，也是党和
国家的敌人，是敌人就不会坐而待
亡，而是会狡兔三窟，逃避打击，顽
固抵抗，甚至会“百足之虫，死而不

僵”。鉴于目前反腐败斗争的严重
性、复杂性、艰巨性，一般性的反腐
已经不能对腐败分子伤筋动骨。腐
败是政党和国家肌体上的病毒，病
毒的最大特点就是其裂变性。因
此，要根除这个病毒，既不能讳疾
忌医，也不能温汤慢火，而是需秋
风扫落叶，猛药去痼疾。借佛教禅
宗一种做法叫“当头棒喝”，就是
说，对执迷不悟的人以突然打击，
才能使他们迷途知返、幡然醒悟。

互联网是当代社会的放大器，
也是善治社会的助推器。程冠军深
刻指出，在当今这样一个互联网+
的时代，一些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
跟不上互联网如火如荼的发展大
势，有不少领导干部对网络问题认
识不够。程冠军列举了领导干部在
互联网发展和网站建设上的种种
不作为表现，为不懂网络的官员画
像：鸵鸟型、放羊型、叶公好龙型、
滥竽充数型。四种类型，一针见血。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只要是不懂
网络的官员，以上四种类型总有一
种适合他。

程冠军认为善治社会需要全
社会的共同推动，说到底就是从我
们每个人自身做起。为此，他提出，
当代社会要重塑我们的敬畏之心。
他指出，敬畏之心很重要，敬畏什
么更重要；重塑我们的敬畏之心，
更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今天，我
们既不能照搬中国古代的“君子三
畏”，也不需要照搬西方神学中的
敬畏与信仰。现代社会和法治社

会，人们需要敬畏的首先是法律。
在法律和道德的基座之上，当代中
国，要重塑我们的敬畏之心。一个
公民要有“五种敬畏”即：敬畏法
律、敬畏道德、敬畏生命、敬畏自
然、敬畏事业。对于一个官员来说，
仅有上述“五种敬畏”还不够，而是
要有“七种敬畏”即：敬畏法律、敬
畏道德、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敬畏
事业、敬畏权力、敬畏人民。

程冠军既是一名资深媒体人，
也是一位理论界的新锐学者，正因
为如此，他的《走向善治的中国》才
以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许多
有益的启示，这个启示主要是：善
治的核心逻辑是要构建一个公平
正义、廉洁有为的政府。我们可以
对政府做很多界定，服务型政府、
法治政府、廉洁政府，但核心就是
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廉洁有为的
政府。如果和善治联系起来，就要
注意两个关键词，一是要突出人
本，即以人为本，必须以老百姓为
中心，以公众为中心，而不是以政
府自己为中心；二是突出治理，不
是传统的管理。由传统的管理到现
代的治理我认为至少有五大差别：
（1）管理主体多元化；（2）管理是双
向的，不是单向的；（3）要公开透
明，不要暗箱操作；（4）管理方法不
一样，除了行政手段、法治手段之
外，可以借助市场手段，而在传统
管理形态下是不能用市场手段的，
比如现在大大地购买公共服务就
是接住市场手段的体现；（5）监管

不同，传统的管理是注重过程，而
治理更加注重监管，要以监管为导
向进行绩效评价。三是要突出公平
和责任，治理是否公平正义是衡量
善治最核心的一个指标，政府有没
有责任心，能不能对公众的诉求及
时作出回应，政府主体的合法性、
法治性都是现代治理的核心要件。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
想可以概括为三大方略：第一，严
打严究，反贪治理并重；第二，法治
德治并行，既强调法治也强调德
治，比如选官强调“德才兼备，以德
为先”；第三，现代传统融合，他提
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正因为他接纳
了现代国家治理理念和价值，但他
绝不仅仅停留在这，他不断在中国
传统文化中寻找治国的精华，比如
说他提出“三严三实”，我认为基本
就是“仁义礼智信”的中国儒家哲
学精神，强调“严以修身、严以用
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
实、做人要实”，儒家文化中有一句
话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要治理好国家首先要治理好小家，
要治理好小家要注重个人修养，这
是一个基本逻辑。其反例看看我们
当今的这些贪腐官员便可知，很多
人都是能力很强而道德却在下降。

纵观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
念、治国使命、治国方略，我们可以
看出，他是在全方位地探索中国善
治的路径。因此，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为代表的新一届领导人对善
治的探索实践值得高度期待。

□ 汪玉凯

□ 高尚全

看到程冠军同志的专著出版，
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欣慰。《走向
善治的中国》，这个书名立意很
好。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引
领下，中国正走向善治。作为一名
理论工作者和媒体人，能够在做好
本职工作的同时，善于学习、善于
观察、善于思考，且笔耕不辍，出
版了多部专著，可喜可贺，也应该
鼓励和提倡。

《走向善治的中国》全书共有
七个章节，分别是“改革进行时”

“解读中国梦”“学而时习之”“问
政互联网”“反腐无穷期”“善治中
国”“资政对话”。前六个章节是作
者的评论和理论文章，共 57篇；
最后一个章节是作者与理论界学者
的对话，共9篇。全书内容涉及十
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中
国道路、中国梦，从严治党，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
等。本书的评论文章文风新锐，敢
于直面问题；理论文章也勇于探
索，见解独到；对话访谈则较为全
面地反映了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

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观察，这
个副标题很贴切，也很有深意。观
察是理论工作者和媒体人应该具备
的品格。观察不是简单的看，而是
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有问题意识。
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和媒体人，既
要当好宣传员，也要当好观察员和
评论员。只有当好观察员和评论
员，才能以问题意识和建设性意见
推进改革。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改
革无穷期，改革无坦途。改革需要
思想引领，也需要舆论推动，更需
要凝聚共识。希望程冠军同志多写
好文章、多出好书、多为改革鼓与
呼。

（国家体改委原副主任、中
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
长、著名经济学家）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走向善治的中国》提出中国梦“三步走”
□ 韩庆祥（中央党校副教育长、科研部主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指
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
善治之前提。善治概念的合法
化，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
观念的转变。近日由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出版的程冠军著《走向
善治的中国》一书，对十八大以
来治国理政治进行了深入观察，
正如著名改革理论家高尚全在序
言中所提到的，改革需要思想引
领，也需要舆论推动，更需要凝
聚共识，这是这本书出版的背景
以及意义。

善治概念的提出以及观念的
传播，依然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
务。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
术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带来根
本性的改变，这种改变简言之是
在新媒介赋权背景下在传播中解
构与重构着社会关系所引发的。

新媒介在原有国家—社会关
系中建构起了不断变动的新的权
力场域，我们称之为新媒介赋
权。新媒介赋权中的“权”，指
的是权力而非权利。互联网+时
代的到来，新媒介赋权渗透到国

家权力及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之
中，由此也重塑着政府、企业、
社会、媒体、个人之间的关系，
并成为社会多元主体“善治”与

“共治”的基石。新媒介赋权，
官员首当其冲，因此政党和政府
官员拥抱互联网的态度显得尤为
重要。程冠军在《走向善治的中
国》“问政互联网”一章中把不
懂网络的官员划分为四种类型
即：鸵鸟型、放羊型、叶公好龙
型、滥竽充数型。可谓一针见
血，足以引起我们警醒反思并积

极改变。
我认为，《走向善治的中

国》一书之所以由程冠军来完
成，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作者的
媒体人身份。作者以媒体人的敏
锐触角和洞察力感触和洞察着新
媒介赋权背景下的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的解构与重构，并提出了许
多引人思考的前沿问题和建议。
这些问题和建议有助于我们在国
家自上而下与社会自下而上的权
力博弈中实现多元共治，共筑美
好的善治社会。

善治与新媒介赋权
□ 师曾志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公共传播
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联合发起人）

程冠军，中央党校《理论网》采编中心主任，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资深媒体人，知名文化学者。先后在《学习
时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物》《中华儿女》《领导
文萃》等媒体发表调研报告、理论、文学等作品200多
万字，文章和作品被《报刊文摘》《新华文摘》《人民文
摘》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光明网、中国经济网、凤凰
网、新浪、搜狐、网易、腾讯、澎湃等各大报刊和网站广
泛转载。出版《忘年之恋：李宗仁与胡友松》《共和国思
想者》《破壳与成长》《走向善治的中国》等专著。

程冠军在书中介绍了撰写本书的创作立意并系统
论述了善治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十八大以来的中国，
是一个正走向善治的中国。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
确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这是

“善治”在中央全会文件中首次出现。“善治”一词在《决
定》中出现释放出这样一个信号：十八大之后，善治将
成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目标追
求。

关于程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