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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袁 最早出现在心理学领

域袁弗洛伊德认为它指的是野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或团

体的价值尧规范与面貌去模仿尧内化并形成自己的行

为模式的过程袁 认同是个体与他人有情感联系的原

初形式冶[1]遥 根据这一概念袁可以将在政治学领域袁人
们对于现存政治体系权力来源和权力运作的承认并

内化为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内心认知袁 用以指导自身

政治实践的这一活动袁界定为群众认同遥基于群众认

同基础之上产生的政府动员袁 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

作用袁 特别是在战争年代有效弥补自身在物质资源

与专业力量上的不足袁 引领着中国共产党从弱小走

向强大袁从革命党走向执政党遥在取得执政地位后的

今天袁如何将权利觉醒尧利益多元的群众动员起来袁
使其自觉成为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积极拥护者与参

与者袁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政权的长久合法性基础袁仍
是当前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高执政合法性的重要课

题遥

一尧认同演进院建国后基层政府动员
合法性基础的变迁

对于任何政权而言袁 获得执政地位后的首要任

务便是通过不断增强合法性资源来巩固其执政地

位袁从而通过赢得民众认同而实现长治久安遥而在这

一过程中袁 随着国内国外形势的变化带给民众思维

领域的冲击与行为模式的转变袁 政府动员的合法性

基础的侧重点也随之不断发生演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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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第一阶段袁新中国成立至社会主义改造完

成院政治热情与领袖尊崇中达至认同高峰

新中国成立后袁 延续从革命战争中获得合法性

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强化民众对于社会

主义道路优越性的认识遥在政治上袁人民民主专政制

度的建立进一步巩固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袁 对社会主

义道路的自信与齐心建设好社会主义成为当时人们

的思想共识遥 在经济上袁在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袁
国民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遥 土改的实行使长久失

去土地的农民由衷感到当家作主袁 对党的感激之情

油然而生袁并上升为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曰工人在社会

地位提升的过程中树立了主人翁意识并看到社会主

义制度的光明未来遥 在思想上袁农民通过回忆尧诉苦

等方式意识到小农经济的落后袁 以及从内心深处植

入对旧社会的恨及对党和领袖的热爱遥 这一时期依

靠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憧憬与对党感恩的思维惯

性袁党积累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袁同时通过土地改革尧
民主改革等一系列政策的落实袁 农业与工业经济发

展积累的发展有效性袁 通过阶级观念培养和领袖魅

力尊崇袁 巩固了群众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并

达致高峰遥

渊二冤第二阶段袁反右斗争扩大化至野文革冶院 理

想破灭与政治批斗中认同下降

随着 1957 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袁党领导人民掀

起了大跃进的热潮遥在政治上袁人民公社制度的确立

和野大锅饭冶体制的实践袁强化了人们本就根植在传

统思维里的平均主义观念遥其与官商阶层的矛盾袁让
革命热情还未消退的工农认为只有通过一场变革才

能实现政治上尧经济上的平等遥加之在集权体制的个

人崇拜下袁 领袖的号召与支持打倒资本主义道路更

是给予了民众情绪释放的合法渠道遥在此过程中袁革
命从一种特定的政治方式而成为解决社会各种矛盾

的灵丹妙药袁法治与规范则被暂时搁置一边袁社会因

失去约束与控制而陷入混乱无序遥在经济上袁人民公

社制度通过没收人民的土地使农民丧失对土地的支

配权袁 怀着对社会主义美好憧憬的农民基于革命时

期建立的信任加入人民公社袁期盼共产主义的到来遥
而事实上袁集体化经济阻挠了劳动积极性袁农业生产

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都比较缓慢遥在思想上袁集
体统一化的行动压抑了个体的合理需求袁 也磨灭了

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袁随着大跃进浮夸风的蔓延袁当吃

饭问题都无法解决时袁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让农民心

中对党执政理念产生了怀疑袁信任感开始消退遥在经

济衰退与政治疑虑之中袁 以领袖魅力与意识形态为

主的合法性基础发生动摇遥

渊三冤第三阶段袁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院政治松绑与村民自治中认同恢复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重新将战略重心从阶级

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遥在政治上袁人民公社因难

以满足农民物质改善需求袁 而招致越来越多表达质

疑与要求改革的声音曰基层民主的推行袁使基层民众

在法律上首次享有选举与决策的权利袁 可以通过各

种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当中袁这
极大鼓励了民众的参与积极性遥在经济上袁党对建国

以来的历史渊包括农业合作化史和人民公社史等冤进
行了深刻反思与总结袁 意识到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

式化尧绝对化尧永恒化的做法的弊端遥 任何领先技术

与经验都必须与农民的需求紧密相联袁 在农民自愿

接受的基础上逐步推广与落实遥在此基础上袁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广袁障碍已经扫清遥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因契合农民急于解决温饱的需求袁 大大

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遥在思想上袁随着真理标准

讨论的深入袁 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解放遥 这一时

期袁 群众所关心的话题往往集中在社会改革成效与

个人权益保护上袁 以利益为导向的公民权利意识逐

渐觉醒袁个人利益分化愈加明显遥

渊四冤第四阶段袁20世纪 90年代中期至今院权益

受损与市场化改革中认同下降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袁 正是中国城市建设大

面积展开的时候遥 国家在农村提取大量的资源支援

城市建设袁基层政府因此承担了巨大压力遥对于压力

体制下生存的基层干部而言袁 是否能完成上级的各

项指标成为能否升迁的关键因素袁 因此往往选择通

过压缩村民自治空间袁控制村民委员会来完成任务袁
致使村民自治成为一纸空文遥而与之相伴随的是野三
农问题冶日益突出袁农民负担过重袁农村日益凋零袁城
乡发展差距加大袁 基层自治组织难以保护农民的权

益袁且发展空间狭小袁因此受到广泛的质疑遥 在经济

上袁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袁社会财富不再由国家

统一分配袁 一些拥有或接近政治与行政权力中心的

人们因掌握更多的政策与资源的倾斜而迅速富裕起

来袁资源的重新积聚对社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遥
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袁 致使在改革初期国家统一分配

下获得均等利益的群体逐渐分化袁 农村与小城镇越

来越呈现边缘化袁农民与城市失业者成为弱势群体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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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中感到自身利益受损遥 这种城乡差别在思想

上加大深深激发了人们心中的不公平感袁加之自主尧
权利意识的觉醒袁民众不再选择隐忍接受袁而是寻求

自我利益的实现遥而从当前国情而言袁难以在全国范

围内做到绝对公平袁 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更加剧了心

中的不公平感袁 进而上升为对现实的不满与对体制

的质疑遥

二尧认同弱化院当代基层政府动员
合法性受损及危害

随着法理型统治权威的逐渐淡化袁 人们的思想

观念与价值符号受到越来越多政治尧经济尧文化转变

所带来的冲击遥 尤其是随着人民主权观念的深入人

心袁 基层民众对政治认同客体提出了政治现代化的

要求袁同时自身相对剥夺感愈加强烈袁认同感不断下

降遥 与之相伴随的是基层政府动员合法性基础不断

受损袁进而对基层政府的政策实施形成阻碍遥

渊一冤心理疏离与情感排斥

相较于革命战争年代和改革初期袁 民众对于政

权与领袖的狂热拥护与绝对服从而言袁在 90 年代中

期以后袁随着接受到的信息愈加丰富袁民众的情感渐

趋理性遥一方面袁摆脱权威束缚的基层民众在基层治

理中有着自己的价值判断与行为标准遥 压力型体制

下的基层政府面临着经济建设与维持稳定双重任

务袁囿于考核制度的刚性袁遂将主要精力着眼于招商

引资及堵截不稳定因素袁 而将与民生密切相关而短

期又难见成效的环境保护尧 社会保障等政策实施的

重要性置于次之遥于民众而言袁中央的利民措施并未

在基层得到圆满落实袁地方政府间的野共谋现象冶导
致野上有政策尧下有对策冶袁或者地区的差异性导致政

策的不适应袁 这些都会对基层民众的基本生活造成

负面影响袁进而产生消极行动遥而这种消极态度与政

府权威弱化互为影响袁 不仅降低基层组织在乡村社

会价值体系建构中的引导力袁 而且使乡村社会不能

有效凝聚而出现离散化袁 且当民众认为自己切身利

益受到损害或受到不公正待遇而产生愤懑遥
另一方面袁 全球化与市场化的态势不可避免带

来利益群体的多元化和复杂化袁 这体现了社会较之

过去更为理性尧包容袁但同时也对政府的社会治理提

出更为严峻的挑战遥利益的碎片化使不同地区尧不同

阶层的民众存在着利益诉求的差异性袁 政策的制定

与执行总难以兼顾所有人的意愿袁 因此总会带来部

分人的利益受损而带来合法性的递减遥 公共资源的

稀缺性决定了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政府的公

共服务供给不可能满足每个公民的期望袁野公共资源

可获得性和充足性之难以保障与公众对公共物品和

公共服务的刚性需求之间的矛盾不但不可避免袁而
且正在变得日渐尖锐遥 冶[2]这种在分配的利益失衡会

更加剧民众心中的被剥离感遥

渊二冤参与消极与行为抗拒

自改革开放以来袁 西方个人主义思潮对我国社

会影响颇深袁 同时个人在社会化大分工中愈觉自身

渺小遥面对权力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强制性力量袁深觉

自身无力超越既定秩序袁也不相信自身有这种力量袁
只能消极顺从袁 因而造成现代社会犬儒主义的盛行

并呈弥散之势遥 野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耶以不相信来

获得合理性爷 的社会文化形态噎噎它把对现有秩序

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袁 一种不反抗的清

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遥 冶[3]在此种心态下袁民众倾

向于选择一种个体化尧 不问世事的生存状态遥 这种

野公共性冶伦理丧失的背后意味着民众对于社会体制

的漠然与无为袁 任由其蔓延则会形成社会成员一方

面对政府的政治行为心怀芥蒂袁 另一方面却无视政

治变革中的进步袁而沦为社会变革的旁观者袁执政党

的任何作为也将失去意义遥
与此同时袁 作为制度化层面的基层民主实践运

行也并不十分顺畅袁 究其原因乃是在实际运作过程

中偏离了制度文本的野应然冶模式而受到诸如宗族影

响尧利益集团垄断等许多现实阻碍袁以致形成基层群

众自治与乡镇政府行政管理的野貌合神离冶遥 压力型

权力体制的客观存在使基层民主往往被挤压在非常

狭小的空间中袁难以发挥制度文本意义上的野应然冶
作用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袁非正式制度在日常实践中

便有了生长土壤与发展空间袁 人们往往倾向于相信

与寻求制度外的解决方式袁比如关系尧人情等袁但非

正式制度的推行对正式制度造成侵蚀袁 动摇了正式

制度的权威性袁也增加了利益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袁
政府权威的丧失和社会规则的破坏袁 严重地影响基

层政府合法性的野规则基础冶袁降低基层民众对基层

政府的信任基础袁 对宏观的国家治理也构成了巨大

的威胁遥

渊三冤文化冲击与心态失衡

在传统中国社会袁君主的权力授之于天袁拥有至

高无上的权威遥 所谓野普天之下袁莫非王土曰率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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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袁莫非王臣冶遥 无论是臣僚还是一般民众在政治行

为与价值选择上皆以忠君为基本原则遥 在 野三纲五

常冶所塑造的等级观念中袁个体无条件服从着严格的

等级隶属关系袁 而君主则位于关系的最顶端遥 受宗

法尧礼教束缚袁个人难以超越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思索

政治问题袁而是习惯于服从尧被动接受遥 在此传统观

念影响下袁 社会转型期我国公民仍然存在着对政府

的严重依赖心理袁 特殊的政治历程使我国公民视政

府为正义化身遥 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与信息社会

的到来袁人们接受到的信息越来越多袁也开始了思考

与鉴别袁 以宣教为主的动员方式显然已无法适应时

代需要袁因为野政府和公民现在越来越明显地生活在

一个一体化的信息环境中遥 既存的办事方式受到人

们的审视袁同时袁被视为腐败或不可接受的做法的范

围也扩大了遥 冶[4]与此同时袁视野的开阔带来期望的

增加袁 各种社会思潮及其所带来的价值观与生活模

式的传播袁 无疑对我国公民的思维领域也形成一定

影响与冲击袁野人生存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之中袁 长期

的文化熏陶袁培育了人们的一种文化认同袁以及由此

而产生出的一系列的制度和行为方式上的认同遥 而

当旧的环境失去尧旧的行为变异时袁它所带来的一个

重要结果就是过去心灵所系的文化命脉的动摇袁同
时也意味着所有的价值和意义的重新寻找遥 冶[5]

公民的文化认同危机袁 会从深层次影响其对政

权合法性及政府权威性的疑虑与不满袁 容易生出种

种超越国情尧脱离实际的期望遥随着科技发展带来信

息爆炸式传播袁 越来越多的普通群众接受到越来越

多的观念冲击袁 进而在国与国之间进行意识形态的

比较遥在内心深处倾向接受好的方面袁而忽视不好的

方面袁进而心态越来越不平衡袁人们的期望与现实的

落差也变得越来越大了遥

三尧认同危机院当代基层政府动员
合法性降低的根源

关于合法性基础的讨论众说纷纭袁 哈贝马斯在

批判结构功能学派和经验主义的合法性理论的基础

上认为袁 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不能仅着眼于政治系统

本身袁而需从社会文化系统去寻找遥而无论基于哪种

理论袁合法性基础都至少包括意识形态尧规则基础与

有效性基础三个方面遥从哪个方面出发袁最终都将归

结到需要得到民众的自发认同与拥护遥 如果政治权

力主体与社会公众不能达成价值同一性袁 社会将会

处于不断冲突与变化之中遥

渊一冤意识形态的式微与客体权威下坠

意识形态不是固有的袁而是源于社会存在袁它的

形成不能由执政者主观臆造袁 而需对当前与未来具

有相当程度的解释力遥 这种意识形态的存在不仅需

让民众接受与信服袁 也需执政者自身服从并且能够

承担其所带来的风险遥 作为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价

值观体系的意识形态袁 常用以维持权力结构的正当

性遥权力结构的维持不能仅靠历史延续与规范约束袁
而需特定的意识形态为其提供有力的解释与说明袁
使社会秩序及日常安排合法化遥 正如哈贝马斯所言

野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冶[6]袁 也就

是说只有被社会广泛认可的价值规范才具有合法性遥
在封建社会袁传统文化中的忠君尧民本尧中庸等

基本理念与封建制度高度契合袁 进而产生认知层面

的路径依赖袁将政治尧经济尧文化均锁定在均衡状态袁
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久延续的主因遥 在革命年代与

解放初期袁 从革命胜利中所获得的政治热情与对领

袖的尊崇袁构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极高热情遥在改革

开放初期袁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解放思想尧 开动脑

筋尧 实事求是袁 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

来袁寻求发展成为人们的共识遥
而当前置身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袁 西方价值体

系以野普适冶之名所带来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

原有的思想格局袁 原有的封建社会思想文化根基在

历次革命与运动中被冠以糟粕之名袁 革命延续的政

治热情与领袖尊崇又在思想解放中逐渐消退袁 计划

经济时代的集体主义话语袁 显然已经无法应对个人

主义的盛行袁整个社会陷入信仰危机之中袁意识形态

对公众的引领力量明显下降袁 基层政府对社会动员

权威也随之下降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 追求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改善

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愿望袁 各个阶层与社会群体以

此为基础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遥 然而

从长久来看袁 这种团结缺乏深层次的文化层面与制

度层面的整合袁 也很难直接激起人们对体制正义性

的长久信仰袁 加之现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

善袁政府职能转变还有较长的路要走袁执法徇私尧与
民争利的现象时有发生袁 进而加剧民众对于客体权

威产生质疑遥在这样的景况中袁基层政府为经济和社

会发展而进行的社会动员团难也越来越大袁 社会发

展的阻力也越来越大遥

渊二冤规则基础的损害与制度约束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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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系统的有效运行离不开一套被广泛接受尧
自觉遵守的规则基础袁其作用在于给身处政治系统

中的个人与组织以激励与约束袁防止利己思维导致

的行为越界袁从而有助于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的形

成遥 而规则的延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其约束的

人们对其接受与认可的程度袁 正如阿尔蒙德所言院
野如果某一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

实施的法规袁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

到惩处袁噎噎那么袁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遥 冶[7]只
有赋予制度绝对的权威性袁才会对社会成员起到真

正的约束作用袁提高遵守制度的自觉性遥
从宏观环境来看袁自改革开放以来袁由于社会转

型与结构变迁而纷繁呈现的各种社会矛盾使各级政

府不得不疲于出台各种措施来应对袁而这些措施在

解决当前问题的同时也在强烈地冲击着原有的制度

运行秩序袁在瓦解原有的制度体系的同时袁却未将新

制度有效整合袁更没有将其定型为大众所接受的社

会文化生态遥 因而袁其结果只能是在大多数领域不

同程度地导致野碎片化冶治理袁这给以野潜规则冶为核

心的非正式制度运行提供了大量的空隙袁从而消弭

了正式制度的权威性遥
从基层治理实践来看袁作为制度化的基层民主

的运行却并不十分顺畅袁往往偏离了制度文本的野应
然冶模式而呈现社会阶层化尧利益集团化的倾向袁基
层群众自治与基层政府的行政管理也时而野貌合神

离冶袁压力型体制的客观存在使基层民主的实践空间

被挤压至非常狭小袁难以发挥应有作用遥 甚至会出

现基层政府间的野共谋冶袁即野在执行来自上级部门特

别是中央政府的各种政策指令时袁一些基层政府常

常共谋策划袁采取野上有政策尧下有对策冶的各种做

法袁 联手应付自上而下的政策要求以及随之而来的

各种检查袁导致了实际执行过程偏离政策初衷的结

果遥 冶[8]这些行为多与正式制度又有相悖之处袁但在

现实生活中却被普遍运用袁甚至被认为是实践操作

中的 野共有常识冶遥非正式规则的推行进而对正式规

则造成侵蚀袁动摇正式规则的权威性袁也增加了利益

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袁政府权威的丧失和社会规则

的破坏袁严重地影响基层政府合法性的野规则基础冶袁
降低基层民众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基础袁对宏观的国

家治理也构成了巨大的威胁遥

渊三冤有效性持续困境与主观意愿降低

现代政治权力一般都是从选举制度中获得赋予

自身合法性的执政地位袁即规则基础遥 而政权的长

治久安则需要执政党通过政治权力的有效运作来实

现其有效性遥 长期面临有效性亏空困境的政治权力

有可能失去执政的地位袁 正如利普塞特曾指出院野如
果一个政治制度长时期地缺乏有效性袁 也将危及合

法制度的稳定遥 冶[9]即便这种政体已有一套成熟的运

行规则袁长期面临有效性亏空也会带来合法性危机遥
尤其对于刚从威权体制中走出来的新兴政权而言袁
规则基础还不牢固袁尚处于探索阶段袁自我调适与更

新能力还比较弱袁在这种情况下袁有效性之于政治权

力合法性具有更重要的意义遥 对民众效用需求长期

不能满足会带来动员主体主观意愿降低袁 甚至对合

法性产生质疑遥因此对于新型民主国家而言袁有效性

的维持更为重要遥
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已达到一定高度袁 过去以劳

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经济体制面临着产业转型升

级袁短期内难以继续维持高增长的发展态势袁有效性

持续困境难以避免遥在这一社会转型与改革攻坚期袁
各种社会矛盾的集聚与自身发展的无力都在一定程

度上动摇人们对于改革路线的认可与信心遥 在行为

上则表现为主观意愿降低袁 对政治行为的漠视与对

社会活动的消极遥在此前提下袁基层政府要想发动更

多的公众参与社会治理袁难度增大袁治理的成本也越

来越高遥

四尧认同增进院当代基层政府动员
合法性的再建

政治制度的制定及其运作是否合法主要取决于

其价值取向与绝大多数适用者的价值取向是否契

合遥任何政治秩序只有被广大民众所认可袁其在推行

与适用过程中才会减小阻力袁 民众也会自发认定现

存制度的优越性遥价值认同构成了法律认同尧制度认

同尧程序认同的核心遥作为长久执政基础的群众认同

的增进则需要从以下方面做出努力遥

渊一冤文化建设院主体性发掘与利益共同体的塑

造

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袁与政治体系相符尧契合民

众心理需求的公民文化袁 可以为基层政府动员合法

性提供持续而长久的内在动力遥 因为公民文化可被

视为公民内心认知与情感内化了的政治制度袁 一旦

得到认可袁便会遵从其约定与规范遥现代公民文化以

参与为内核袁力图使民众自觉接受一种民主的训练袁
从中获得理性精神尧政治效能感尧合作与信任等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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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必要因素遥 而绵延千年的传统中国社会以忠君

文化与伦理纲常为治理基础袁自古缺少参与要素遥
在革命年代与建国之初袁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袁

灌输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和认同感以及服从中央权威

管理袁 而这一系列的统治基础随着改革开放后基层

民众思维空间的打开而动摇遥 这一思维领域的真空

带来了人们政治领域的不认同与社会领域的不信

任遥 基层民主的践行从法律与制度层面保障了参与

文化在基层社会的萌芽袁 然而不是所有的基层民众

懂得自治尧选举的真正内涵遥公民文化建设的主要目

的就是使民众成为社会主体袁享有公民权利袁从而激

发其主体性袁促进基层社会良性运转遥同时也需借助

基层社会的社会资本袁 形成一个彼此信任与合作的

公共领域遥
利益共同体建立在公共利益之上袁 是利益相异

的个体基于某方面的共同利益而展开协作尧 共同开

展经济活动的载体遥 利益碎片化时代每个个体都有

自己不同的需求袁 因此其行为动机与方式具有多样

性遥 在个体缺少有效尧顺畅的表达渠道时袁其在利益

竞争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遥 这种利益需求长期得不

到表达则会寻求制度外表达方式袁 对社会秩序形成

冲击遥 利益共同体的塑造首先在于加强公民意识教

育袁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成熟的尧理性的公民意识遥
提高公民对于国际形势以及当前国情的理性判断袁
从而形成客观的政治态度遥 鼓励公民参与政治活动

并提供有效尧便捷渠道袁通过参与提升公民的政治信

心袁并增强自身责任感袁在政治实践中感受自身的效

能与价值袁增强民主观念与民主能力遥

渊二冤 制度完善院权力规制与社会保障的构建

被学术界所广泛认为维护社会统治最可靠的权

威形式的法理型统治袁 建立在被统治者对于政权合

法性认同的基础之上遥 能够获得广大群众对其制度

认同与支持的政治体系无疑也是合法性基础最稳固

的政治体系遥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带来思维方式

的松绑与自我意识的增强袁 民众对于政治体制的认

同评价因素也日趋多元化袁 诸如经济绩效尧 社会公

正尧核心价值等袁而归根到底还是在于执政党自身建

设遥 权力寻租尧独断专制尧官僚作风等权力异化现象

严重影响群众的认同袁 同时也严重消解着执政党的

其它执政绩效遥 因此认同的构建需基层政府对权力

进行规制袁防范行政权力的违规滥用遥从制度层面保

障基层社会治理的民主化尧规范化遥
公民认同感的降低还在于社会不公平感的增

加遥 当前我国社会不公平感已经由过去的经济收入

差距过大转向了公民的权利不平等遥有鉴于此袁一方

面需着眼于贫富差距的缩小以消除不公平感遥 消除

差别待遇袁建立公民权利平等的全面保障机制袁从源

头消除不公平感袁 尤其在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教

育尧卫生等领域袁防止强势群体与公共权力的结合遥
另一方面袁及时回应民众的利益表达遥利益表达得不

到回复也就使民众的政治参与失去效果袁 降低参政

积极性袁且矛盾的积累会不断上升为政治认同困境遥

渊三冤发展有效院能力提升与改革成果的共享

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基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

一民众需求而展开的袁 其成效将直接关系到民众的

生活水平与对制度的信念遥 创造有效发展不仅是现

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袁 也是当前政治发展的首要任

务遥发展有效不仅仅在于单一的经济增长袁还在于关

系到诸如环境保护尧公民安全尧权利保障尧社会公平

等一系列的公共政策的绩效遥 而这些仅靠政府的公

共利益取向是难以达成的袁 还需要政府执政能力的

提升遥
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建设呈现出明显的阶段

性特征袁 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

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遥 但物质

文化需求的内涵已然发生重大变化遥 人们已经从满

足温饱的生存需要进入到追求自身利益满足与价值

实现的新阶段遥与过去相比袁人们会更有更强烈的公

平与权利意识袁在权利受损时袁也会积极寻求维权遥
对这种转变执政党需引起重视袁 关注不同利益主体

在改革过程中的心态变化及其对政治认同的态度遥
发展的有效针对的主体应当是广大民众袁 而不是少

数特权者遥 现代化经济建设给民众带来的并不是平

等意义上的共同富裕袁而是贫富差距进一步增大袁这
应引起决策者充分认识袁 每项经济改革措施在推行

之初袁 就应预先考虑到其成果及可能伴随的联动效

应是否惠及大多数民众而非少数特权者遥同样袁城镇

化建设也应当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袁 且建设成果

为大多数人所能共享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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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The Paradox of the Other冶: Lyotard爷s Interpretation
of Levinas爷Ethics of Obligation

SHI De-jin
(School of Marxism,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Abstract:Since the other was beyond rhetoric and language, how could Levinas put forward the ethical
concept of the absolute other without incorporating the other into the existential discourse? Therefore, in the
opinion of many skeptics, this was 野the paradox冶 that Levinas could not resolve. At this point, Lyotard believed
that this was just a neo-Hegelian misreading. Lyotard established a unique logic of prescriptive statements, which
were not commensurable with denotative (or descriptive) one, but 野other than冶 or 野beyond冶 it. It would go to the
paradox of formal logic or misreading if the discourse of Levinas put into the logic of denotative statements.
Instead, it is only being placed in a logic that 野other than冶 denotative statements that it could be correctly
understood. Accordingly, Lyotard believed that Levinas just tried to suggest an asymmetric relationship with 野the
other冶 through this unique way of statements, and then established the absolute obligation to others.

Key words:Jean -Francois Lyotard; Emmanuel Levinas; the other; paradox曰prescriptive statements; the
absolute obligation

Public Recogni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Path for
Contemporary Grass-root Government Mobilization

ZHANG Jin-song, YANG Shu-fang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uzhou University, 野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Social

Governance冶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Suzhou, Jiangsu, 215123)
Abstract:No government can be established or consolidated without the support of legal resources. A

government can achieve long-term stability through public recognition and acceptance. In political practice, the
legal basis of grass-root government mobilization has been constantly changing with changes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Since China爷s reform and opening up, as legal authority diminishes and the conception of
popular sovereignty gets deeper in the heart of common people, the public calls for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on its
recognized object. And this is accompanied by increasingly strong sens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of common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nd the damage of the basis of grass-root mobilization, which puts into question
of the legality of grass-root governments. The grass-root governments need to win public recognition in ideology,
basis of rules and effectiveness. Therefore, we need to shape the notion of the interest community of the
mobilization subject, construct power regul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mong the mobilization objects, and
ensure all members of society an equal share of the development outcomes.

Key words: public recognition; legality;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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