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研究缘起 

一、研究的缘起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经过几十年的执政

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和执政方法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共产党“已

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

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①。随着党的执政条件与历史

方位的变化，党必须适应执政条件的变化，积极应对新形势下的各种挑战，遵

循执政党建设的规律，自觉加强执政党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

平。而基层党组织是党的执政细胞和执政基础，关系到党的政策的落实和执行。

因此，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建设服务

型党组织。 

（一）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是执政党本质属性的内在要求 

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根本利益，由其中一部分最积极的

分子所组成，具有共同的政治纲领和理论主张，采取共同的行动，为参与、取

得和维护政权而组成的政治组织”②。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到，政党服务

的阶级或阶级的利益，取决于阶级或阶级获得执政地位。“政党的社会认同度就

                                                 
① 江泽民.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5. 

② 王惠岩. 政治学原理[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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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于政党沟通社会的能动程度和政党的社会代表力。这种能力体现为执政党

为社会及其公民‘做了什么’和‘做得怎样’的社会评价。”①党的社会认同要

求党既要重视为人民服务，又要从人民群众那里得到良好的评价和反馈。 

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早在 1944 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就

开始思考将来夺取政权后党凭什么来执政的问题。当时，毛泽东同志选定《甲

申三百年祭》作为全党整风运动的学习材料，写下《为人民服务》的光辉篇章。

总结革命的历程，正是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党争取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中国的老百姓才选择了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党迈过了计划经济时期的艰难与

跋涉，经受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与考验，进入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

阶段。在对自身所处历史方位重新认识后，党的十六大指出，党“已经从领导

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

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

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方位的转变，需要政党价

值的调整，需要同步推进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工作机制等转型升级。同

时，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社会也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型，“新形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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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

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这些都要求党更突出服务群众、服务人民的基本

价值方向。基层党组织不是一般的社会组织，而是政治组织，其政治属性主要

体现在履行党的政治责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党的执政使命上。一要明

确政治任务。就是贴近群众、团结群众、引导群众、赢得群众，使党的执政基

础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二要担负政治责任。就是成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

和纽带，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任务的战斗堡垒。三要彰显政

治特征。就是要有严肃的组织生活、严明的组织纪律、严密的组织体系。四要

强化政治功能。就是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政治核心、政治引领等作

用，把群众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坚定跟党走。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得越好，党的战斗力就越强，党的威信就越高，党的

领导体现得就越好。因此，基层党组织必须发挥自己的政治功能，体现政治属

                                                 
① 高民政，姜崇辉. 政党治理与政党现代化[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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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保证政治方向的坚定性。 

（二）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是执政党政党认同的建构路径 

众所周知，认同是一种社会现象，如家族认同、民族认同、政府认同、国

家认同等，它表示的是某个群体对某个人、某个组织、某种事物在心理上的认

可、接受和服从的程度。从政治学角度说，政党认同则是一种政治认同，是社

会大众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对某个政党所产生的一种思想、情感和意识上的归

属感，是社会大众对政党做出的一种能力反映和行为表达。对执政党来说，政

党认同本质上是社会大众对执政党的认可、支持和拥护程度。 

政党理论告诉我们，政党执政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如执政理念、执政

方式、执政环境、执政基础等。对执政党来说，政党认同主要应当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一是对政党执政理念的认同。执政理念，是政党对以执政宗旨为核

心的一整套价值判断，包括执掌政权的目的、宗旨和任务，以及实现这一任务

所需要的执政方针、执政手段等方面的理性认识和总体把握。执政理念在执政

党的一切思想和行动中，具有统领全局的地位和作用。执政理念是否与人民群

众的价值取向一致，能否在人民群众心理上产生共鸣，是政党认同最基本、最

重要的前提。二是对执政主体的认同。执政主体是指执政党的各级组织及干部

队伍。执政党的执政理念通过各级组织和干部队伍得以实现，通过领导权威得

以落实。执政主体要有效地行使权力，必须得到人民群众的尊重和服从，因而

其内在素质与外在形象十分关键。人民群众正是通过对一个个组织和个人的了

解、认识和把握，进而上升到对整个政党的认同。这是政党认同的重要因素。

三是对执政方式的认同。执政方式是指执政党执掌、控制和运用国家政权的途

径、形式、手段和方法的总称。它是衡量政党掌控权力的重要尺度，更是政党

认同的基本条件。四是对执政能力的认同。执政能力是指以执政党为主体，以

国家权力系统为客体的执掌国家权力的能力。政党执掌国家权力，必须善于反

映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还要善于调动各方因素，解决社会所

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把社会阶层分散的意识和利益综合起来，就能得到人

民群众的广泛认同。五是对执政效果的认同。执政效果是指执政的业绩和效能，

它是一个政党执政能力的最直接反映。当今时代，政党能否维护社会稳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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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推进经济与社会进步，能否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是政党

能否得到认同的根本标准。 

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长

期执政的经验总结。从根本上说，当前之所以要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

就是要增强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支持和拥护，就是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执政

党的认同程度。回顾世界历史，任何一个政党，都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

都是伴随社会需求而诞生，更是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下发展壮大。没有人

民群众的认可，任何政党都将无法生存。因此，每一个政党都面临“人心相背”

的选择。胡锦涛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反复证明，任何政党的兴衰存亡，归根结

底取决于它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取决于广大人民群众对这种作用的认可

程度。”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历史表明，党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之所以能够

从胜利走向胜利，正是由于党始终坚持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使中国

共产党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相信中国共产党，认

可中国共产党，进而使中国共产党在极其复杂的政治较量中能够脱颖而出，领

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而当今世界上也有一些老党、

大党曾经长期执政，却在很短时间里丢掉执政地位、丧失执政资格，原因很多，

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这些政党服务功能的弱化，不能形成合力，没有

凝聚力，成为一盘散沙，得不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其下台是必然的。因此，中

国共产党想要长期执政并不断巩固执政地位，就必须通过一切实践活动加强党

组织的服务能力，努力提升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认同感。 

（三）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是执政党政治动员的力量之源 

现代国家不同于传统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前者拥有更为强大的基础

性权力，即“政治中心能够领导、推动和批准在自己领土范围内发生的各种各

样的社会活动，根据自己制定的、灵活多变的命令管理整个国家”①。普遍认

为，国家的基本性权力不仅来自官僚科层制，而且还受益于政治动员的运用。

学术界对政治动员的概念没有统一的定义。美国政治学家汤森认为政治动员乃

                                                 
① [意]波齐. 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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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统治精英获取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为政治权威服务的过程”①。中国学者

林尚立则指出政治动员以群众运动为形式，认为政治动员就是执政党利用拥有

的政治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目标的政治运动。②杨

建中强调了政治动员的精神激励因素，认为政治动员是指一定的政治主体如政

党、政治集团等，为聚集力量，实现某一政治目标进行的政治宣传、政治鼓动

等行为。③邓彦等更重视政治动员对人心理的影响后果，认为所谓政治动员是

指人们在政府或政党倡导的持久的主要的因素影响下，使其态度、期望与价值

取向等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④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社会大众的价值趋向多样化，人民的自治

意识和民主意识明显提高。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更加注重自身的切身利益，参

与政治生活的热情大大降低。随着社会理性的成熟，人们不会单方面地评价党

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而是要根据政党的执政效率和满足自身利益的程度来

得出结论。在组织的基础上，新出现的阶层使传统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

的界限模糊，新的社会利益格局逐渐形成。在我国，党始终“坚持国家一切权

力属于人民……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

经济和文化事业”⑤。动员群众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最重要的前提是认同党

的执政能力，信任党的政策和主张。在治理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国家利益

与个人利益、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关系，建立牢固的执政公信力。基层党

组织作为党和人民联系最直接的组织，是党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向实际行动

转变的最前沿。基层党组织的绩效关系到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和声誉，最终影

响党的政治动员。发挥基层党组织为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服务的功能，有利于调

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生产积极性。只有这样，才能动员群众响应党和国家

的动员。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中国梦”的伟

大构想，指出“中国梦”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表现为国家富强、

                                                 
① [美]汤森，沃马克. 中国政治[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77. 

② 林尚立. 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271. 

③ 杨建中. 政治动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J].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3（2）. 

④ 邓彦，钟添生.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动员机制[J]. 求实，2004（11）. 

⑤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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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富裕、人民幸福。认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

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近代以来，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争取“中国梦”

的实现，而人民的小康梦是“中国梦”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基层党组织要加

强发展地方经济、文化和社会稳定职能，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基层的示范作用，

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群众服务工作。只有这样，才能调动群众实现“中国梦”的

梦想，包括自己的梦想，并贡献自己的力量。 

（四）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是执政党执政理念变革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Top-down）是源于大型工程技术领域的一种设计理念，被定

义为：从最高端向最低端、从一般到特殊展开系统推进的设计方法。”①顶层设

计理论在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也可以应用到党建实践中。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指出“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

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②。顶层设计原是工程用语，意指统揽全局，解

决问题的最高境界。这个词在政治用语中使用，因为它们的相似性很强。事物

发展中存在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决定了发展方向。当前，中国的

改革发展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我们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更不能走改旗易帜

的邪路，这就要求党保持清醒的认识，把握发展方向，把握全局问题和关键问

题，抓住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纲举目张，为解

决其他问题铺平道路。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就是党的十八大顶层设计目标之

一。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服务功能要求党的干部首先要始终把服务于人民群众贯

穿到日常工作的每一个环节，摒弃那些“脸难看、事难办”的不良作风和态度。

党员干部应是先进性和典型性的代表，要求党员干部牢记服务功能，提高服务

能力，熟悉业务，践行服务型党组织的顶层设计实践。 

二、研究现状 

                                                 
① 徐敦楷．顶层设计理念与高校的科学发展[J]．中国高等教育，2008（22）．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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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条重要建党原则，也是马

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基层党建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理论研究和

实践研究关注的热点，近年来，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如何提升

党的执政能力以及保持和巩固基层党组织的先进性一直是国内学者关注的焦

点、热点问题。由于我们党长期执政，在党员干部教育管理、体制机制建设方

面存在一些问题，加之改革开放后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基层部分存在着一些

党群干群“主仆”关系错位、脱离群众、宗旨意识淡化等情况，迫切需要通过

强化基层党组织服务功能，来巩固执政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群众思想活跃，个体的独立性、多变性、选择性和差异性凸显，如何从群众最

关心的事情做起，从感情上与群众着力融洽，更多地采用说服引导、示范教育

等方式开展群众工作，在实践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近年来学者对服务型

党组织建设的研究范围越来越宽，研究内容越来越细。关于基层服务型党组织

建设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意义和启示的研究 

喻红秋认为创建服务型党组织是党的宗旨在新形势下的充分体现，是尊重

群众首创精神的成果，是社会管理创新和党建工作创新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新的

历史阶段交叉融合的产物，具有必然性。基层党组织牢固树立服务群众的理念，

强化服务功能，有利于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夯实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是基层

党组织实现政治功能的一条有效途径。①沈小璇认为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

设，提高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推动基层

党建工作转型升级，并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进

一步密切党群关系。②潘洪娥认为在中国改革深化、社会转型时期，服务型党

组织建设是农村社区党建的有效依托，对创新农村社区党建工作具有重要的

启示。③ 

                                                 
① 喻红秋. 创建服务型党组织  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J]. 党建研究，2012（3）. 

② 沈小璇. 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思考[J]. 求实，2013（1）. 

③ 潘洪娥. 打造服务型党组织，创新农村社区党建工作[J]. 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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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服务型党组织内涵的研究 

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是在党的建设理论、服务型政党理论、政党发展理

论等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我们党适应新时期、新阶段国内外环境变化的

客观结果，学术界对此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释。戴焰军认为服务型党组织创建

核心是服务，本质是为民，目的是促进社会发展、构建社会和谐。在建设服务

型党组织过程中，要把党的宗旨、使命有机结合，不断丰富服务内涵，拓展服

务外延，创新服务载体，完善服务机制，使基层党组织成为推动发展、服务群

众、凝聚人心的战斗堡垒。①周多刚认为所谓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就是秉承党

的宗旨和执政理念，把服务作为工作载体，通过服务来提高党在基层的领导力、

管理力和凝聚力的党组织。②付杰从“服务”的角度对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进行了界定，这种观点主要是依据党的宗旨作出的判断，此观点认为基层服务

型党组织建设是一种政党建设模式，聚焦民众利益，体现执政为民。③马国军

认为服务型是党组织建设的一种目标，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本质在于实现党的

宗旨，体现党执政的目标，基层党组织所提供的服务是对党的执政基础的巩固，

推动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是保障党长期执政的重要途径。④沈小璇则从基层

服务型党组织的要素出发，认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首先是限定在基层党组

织，而不是其他层级的党组织；其次要定位为“服务型”，服务型是基层党组织

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功能；最后要把握“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不是静态的，

而是通过“建设”实现其价值和功能。⑤梁妍慧认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实际上是基层党组织加强版、2.0，是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中赢得人民认可的

过程。⑥ 

（三）关于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内容的研究 

                                                 
① 戴焰军. 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要突出“服务”[J]. 北京支部生活，2013（2）. 

② 周多刚，徐中. 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内涵、现状与对策[J]. 党政论坛，2013（3）. 

③ 付杰. 准确把握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内涵[J]. 中国组织人事报，2013（6）：36. 

④ 马国军. 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本质内涵与建设路径[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3（10）：45. 

⑤ 沈小璇. 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思考[J]. 求实，2013（1）：56. 

⑥ 梁妍慧. 创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关键在于党组织自身转型升级[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4（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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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蕾、殷焕举的《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路径探析》（《中州学刊》，

2013.06）、虞志灏的《增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自觉性》（《党政论坛》，

2013.03）和王同昌的《村级基层党组织服务功能探析》（《岭南学刊》，2012.02）

对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内容进行了阐述，其中杨蕾、殷焕举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

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阐释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的核心要素就是要激活各类治理主体的活

力。基层党组织直接服务群众，必须发挥治理功能，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既

要体现对人民的服务，也要体现对治理的服务。① 

（四）关于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现状的研究 

钟龙彪的《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现状分析与理论思考》（《长白学刊》，

2011.02），周多刚、徐中的《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内涵、现状与对策》（《党

政论坛》，2013.03）等文献中都认为各地对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探索是非

常有益的，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同时，学术界关注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进

行了系统分析。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钟龙彪分析了基

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现状，从中总结出其中存在的“有党员无组织、有组织

无服务、有服务无实效”的问题。②周多刚认为当前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

主要问题是服务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一些资源闲置，一些资源浪

费。③刘雨泽认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成为一种热潮，但在实践中缺乏有

效的体制机制落实，特别是与群众的双向交流不能满足“服务型”的要求。④也

有学者认为当前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要害是基层组织在提供服务的过程

中，决策缺少征求民意的过程，使服务流于形式，人民群众的意见没有得到充

分重视。⑤也有一些学者从地方实践的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姚志强对浑源县

                                                 
① 杨蕾，殷焕举. 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路径探析[J]. 中州学刊，2013（6）：36. 

② 钟龙彪. 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现状分析与理论思考[J]. 长白学刊，2013（2）：48. 

③ 周多刚，徐中. 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内涵、现状与对策[J]. 党政论坛，2013（3）：32. 

④ 刘泽雨. 服务型政党：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功能作用的新定位[J]. 党政论坛，2013（4）：87. 

⑤ 潘卫科，单伟. 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探索与研究[J]. 大连干部学刊，2013（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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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工作进行了调研①；滕黎南等以曲靖市麒麟区为例，分

析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②；王国勇与邢溦分析了遵义市构建“四级服务网络”

的实践，着重探讨了构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服务载体问题③。 

（五）关于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产生问题原因的研究 

田雄的《乡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现状、困境与出路——以苏北地区 R 县

为例》（《中国乡村发现》，2013.06）中认为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困难重重，

重要的原因是政绩思维在作祟，主要体现在上级党委政府下派任务重、村干部

队伍青黄不接、村干部队伍群众公信力减弱、村集体债务负担重等方面。④杨

光辉的《转型时期创建服务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探索与思考》（《中共铜仁地委

党校学报》，2011.05）中认为创建服务型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是缺乏服务人才，致使服务能力减弱，并且领导方式与农村工作不适应，服务

效果不明显。⑤ 

（六）关于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路径的研究 

张仲灿在《以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促进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一文中从抓组织

覆盖、抓服务规范、抓资源统筹、抓社会沟通、抓制度保障等五个方面论述了

杭州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对社会管理的重要作用。⑥吴辉在《创建“服务型党组

织”的启示意义》一文中强调了载体选择和制度保障对于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

                                                 
① 姚志强. 关于服务型党组织建设问题的思考——浑源县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工作的调研

报告[J]. 先锋队，2014（19）：26-29. 

② 滕黎南，方琳，何金. 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实践·问题·路径——以曲靖市麒麟区为例[J].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4（5）：77-81. 

③ 王国勇，邢溦. 构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服务载体问题探析——基于遵义市构建“四级服务

网络”的思考[J]. 探索，2015（3）：33-36. 

④ 田雄. 乡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现状、困境与出路——以苏北地区 R 县为例[J]. 中国乡村发

现，2013（6）. 

⑤ 杨光辉. 转型时期创建服务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探索与思考[J]. 中共铜仁地委党校学报，

2011（5）. 

⑥ 张仲灿. 以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促进基层社会管理创新[J]. 党建研究，20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