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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文化的研究现状及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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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十年前学术界就有人提出并简要阐述过政党文化的概念，近些年来学术界就这一概念及其核心内容展开

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一般认为政党文化是政党的灵魂和生命，但对政党文化概念的界定及

其核心内涵的阐述则各执所词。依据学术研究应具有规范性、严谨性、准确性的要求，学界应统一对政党文化的

称谓；在研究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同时，不要忽视了国外政党文化的研究；在研究中国共产党优秀的政党文化

的同时，应研究它的不足，以保持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先进性，促进它不断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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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文化在我国学术界是 20年前提出的概念。但

直到 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后，才引起了学界的重视，
并激发了一些专家、学者的兴趣。他们在这一新领域

细致研究，深入探讨，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相继发表

了一些文章，出版了专著，取得了相当的成果。笔者

在阅读这些论文和专著后反思发现，这些成果在得到

肯定的同时，也有一些问题值得商榷，以求学术的科

学性和严谨性。本文所述管见，自有不当之处，供大

家参考和批评。 
   

一、概念的提出 
 
在我国，上个世纪 80年代末就有人提出了政党文

化概念，但尚未引起人们的关注。2002年赵理富在发
表的《政党文化探析》一文中指出：“所谓政党文化，

是指政党所具有的为全体成员所认同的意识形态(或
说政治思想)、组织心理、制度规范、行为作风以及由
此决定的政党形象。”[1]这是从政治文化和组织文化二

维结合的角度提出来的。目前国内学者基本认可和赞

同这个概念，并有人在自己的文章中加以引用。但也

有人提出质疑，不认可赵理富所主张的意识形态是政

党文化的核心层次。因为在文中，赵理富指出，政党

文化的结构可划分为意识形态等几个层次，并且特别

强调意识形态是政党文化的核心层次(或说要素)。 
在《政党文化与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一文

中，桑玉成、李冉指出，“意识形态作为政党文化的核

心要素似乎是狭隘的”。他们在文中给出了他们自己的

理解和解释，“传统政党政治中，各国政党均给予了意

识形态很高的政治地位，出现了政党意识形态林立的

‘多极化’态势。比如，君主立宪党鼓吹君主立宪主

义，无政府主义者鼓吹无政府主义、极右派鼓吹种族

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民主派鼓吹民主自由，社会党人

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招牌，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旗

帜，传统资产阶级政党偏爱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政党

则宣扬民族传统文化与宗教。不仅如此，就是意识形

态相近的政党也在主观上强烈标榜自己在意识形态上

的独立性。从历史渊源说，社会党和共产党本来在意

识形态上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在法西斯主

义猖獗的 20世纪 30年代，这两个政党却发生了意识
形态对立：社会民主党称共产党是暴政的工具，共产

党则把社会民主党称为‘最危险的敌人’和‘社会法

西斯主义’”。为什么倡导同一意识形态的不同政党却

有如此大的差异呢？桑玉成、李冉指出，“这是因为意

识形态承载了太多的执政合法性内容，各国政党均把

强调意识形态看作标榜政党合法性的唯一途径，而在

一定意义上忽视了对政党实践有效性的把握⋯⋯现代

政党的重要发展趋势是，意识形态不再承载政党合法

性的全部内容，政党的合法性越来越多地源于政党实

践的有效性，对于执政党来说就是执政有效性。而政

党意识形态本身也发生了‘阶级合作’与‘共识政治’

的转向。”因此，他们指出，“政党意识作为政党文化

的核心要素更为贴切也更为全面。政党意识主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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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与有效性的统一，这也符合现代政党政治的发

展规律。”[2]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普遍

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也不能离开普遍性而独立

存在。坚持同一意识形态的政党也可能有不同的政党

意识。因为不同的政党存在于不同的国度里，不同的

国情、不同的政治环境可能使他们的政治理念、活动

方式、实践效果(或者说有效性)有很大差异。所以，
即便是在意识形态上曾经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

产党和社会党，他们的政党意识也可能不一样，这一

点也就不难理解了。例如：19世纪后期，伯恩施坦等
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列宁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马

克思、恩格斯还在世时，都以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为指

导，都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意识形态，但后来伯恩

施坦接受了改良主义思想，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并

公开打出了“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因此，到 20
世纪初期，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的布尔

什维克派就称其为“修正主义”，对之进行了抵制和批

判；后来布尔什维克派领导俄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干

脆改称为共产党以与“修正主义者”划清界线。同时，

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者对列宁一派

的做法也不以为然，在一些场合也对对方横加指责和

诋毁。但当时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首领和中派

领袖们逐渐接受了伯恩施坦的思想，并取得了一些积

极的社会效应，后来在社会民主主义之外遂又形成了

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可见，尽管两个党派都接受

过马克思主义这一意识形态，都把社会主义作为自己

的奋斗目标，但两个党派所处的国情不同，经济、政

治、文化环境各异，因此，他们所选择的道路也会有

所不同，在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政党意识也会各有

千秋。即使同是共产主义政党，法共和英共，德共和

日共，苏共和中共，朝共和美共，古共和越共，等等，

它们的政党意识也各自不同，是有不少差别的。这是

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他们从自己所坚持的意识形

态中根据实际情况发展出本党各自的政党意识是他们

在实践中的指南，是其党员在行动中起支配作用的潜

意识。可以说，政党意识是政党文化的核心要素应该

说是比较恰当和准确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党意

识也是政党在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这一根本前提下，

结合本国国情所结出的果实。意识形态强调的更多的

应该说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方法论，也可以说是一种

信仰；政党意识更注重强调政党的主张、政策和方针

及其实施效果，也就是桑玉成、李冉所指出的政党意

识不仅关注政党的合法性，而且关注政党实践的有效

性。笔者认为，既然政党意识是从政党所坚持的意识

形态转化过来的，尤其是共产主义政党往往明确规定

马克思主义是自己的指导思想，那么在研究政党文化

时，不能忽视对其意识形态的研究，尽管给政党文化

下定义时，可以指明政党意识是政党文化的核心要素。 
同时还要指出的是，过去研究政治文化和政党的

著作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专门研究政党文化的却是

凤毛麟角。赵理富在我国学术界较早就“政党文化”

这一概念及其社会生态环境、其结构、其转型趋势进

行了一定的研究和探讨，并在 2008年出版了他的学术
专著，为与其它学者共同创建新的政治学研究平台提

供了自己的思路。 
 

二、成果概述 
 
由于我国的政党文化研究是近些年政治学界刚刚

开拓的新领域，因此目前研究政党文化的学者和专著

非常少，大部分都是以论文的形式出现，真正以政党

文化为内容的书籍屈指可数。恕笔者视野局限的影响，

目前出版的大概有这么一些相关书籍：刘文江 2005
年 1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文化研究》；汪洋 2006年
12月出版的《党内文化新论》；赵理富 2008年 4月出
版的《政党的魂灵—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等。

这三本著作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以中国共产党文化

为主体，兼论政党文化，可以说是政党文化的个案研

究，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因为就现状而言，中国共

产党是我国的唯一的执政党，也是世界上第一大党，

系统研究中共文化，也不失为研究政党文化提供一个

范例；即使我们研究一般的政党文化，也是为研究中

共文化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发展和完善中共文化提供

以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

供文化支撑。就像赵理富所指出的：“如果说开辟政党

文化研究的领域是为了探索政党研究的新路径，它无

疑将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建设和党的学说的研究提供一

个新的视角。”[1] 

目前关于政党文化在政党的形成、发展及建设的

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几乎每一位研究政党文化的专

家、学者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积极评价：政党文化是

政党的灵魂和生命。华南师范大学陈金龙教授认为：

“民族、国家的维系，离不开文化的支撑；组织、政

党的发展，也离不开文化的浸润。如果说文化是民族

的生命，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一定意

义上也可以说文化是政党的生命，直接关系执政能力

的高低。”[3]汪洋也在其著作中指出：“没有文化的官

员，不会是称职的官员！没有文化的政党，不会是先

进的政党！没有文化的民族，不会是优秀的民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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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是文化变革剧烈的时代，多元文化已客观存在，在

文化渗透无孔不入、文化霸权主义咄咄逼人的状态下，

还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为是否需要建设党内文化而

争论不休，无疑是犯了政治文化建设上的幼稚病。”
[4](7)(本文笔者注：汪洋这里讲的“党内文化”是指中
国共产党党内文化) 
政党文化建构之所以如此重要和急迫，是因为政

党文化本身对政党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许多有益作用和

功能。赵理富在研究政党文化的过程中认为政党文化

有六种共同功能：① 塑造和培养政治精英；② 实现
组织价值整合；③ 奠定政党的结构和制度的思想基
础；④ 维持和延续政党的生存；⑤ 影响政党政策。
⑥ 彰显政党的形象。其实政党文化的功能远不止这
些，这只是政党文化所具有的一些共同功能而已。作

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作为政

治文化的一种，在中国是一种先进文化，引领着社会

文化的前进方向，其功大焉。笔者曾在《中国共产党

政党文化浅析》一文中指出了这一点[5]。赵理富在他

的著作中又拓宽了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功能的认

识，认为有还推动政治、经济发展等功能。加强政党

文化功能的研究，不仅可以引起学术界对政党文化研

究的重视，同时还能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自身的发

展和完善起到促进的作用。 
在研究政党文化的同时，强调中共应当建构富有

自己特色的政党文化，在研究政党文化的学者们中间

已经达成了共识。其中陈金龙教授从三个方面系统而

精辟地论述了建构中共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指

出，“(1) 文化与政治交融的发展态势要求中国共产党
建构政党文化—当今时代的发展，已出现了一个明显

的特点，即文化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

个领域，制约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由于文化与

政治相互交融，而在政党政治时代，政党是主导性的

政治力量，文化向政治渗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向政

党的渗透。在此背景下，我们在思考中国共产党的建

设问题时，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而应以文化的视野

来观察，或以文化的眼光来审视，如此则应将政党文

化的建构作为党的建设的着力点。事实上，任何政党

执政的重要条件是人们对它的文化认同，若一个政党

的文化支配了社会秩序，主导了人们的观念、取向和

行为，它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居于领导地位。因此，如

何促成人们对它的文化认同关系政党的长治久安，而

文化认同的获得有赖于政党文化的建构。正因为如此，

中国共产党应通过建构政党文化，寻求文化认同，来

赢得执政的合法性，巩固执政的基础。(2) 多元文化
并存的现状要求建构政党文化—随着经济成分的多元

化和世界范围内文化交流的拓展，中国目前的文化现

状是多种文化并存，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精英文

化和大众文化、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官方文化和民

间文化，共同建构了今天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这

种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既满足了大众多样的文化需

求，也带来了不少负面的影响。在这种文化背景下，

中国共产党建构政党文化尤为必要。(3) 政党文化对
于党的自身建设具有独特作用—政党文化具有潜移默
化、润物无声的特点，它往往通过浸润、扩散的形式，

引导党员逐步形成共同的理性认识、价值观念，形成

一定的舆论环境和心理态势，来促进党的建设。中国

共产党是已经掌握政权的非竞争性政党，政党文化对

于自身建设具有独特的作用。”[3] 

笔者也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较早地进行了研

究。2005 年 2 月发表在《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上的《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浅析》一文，从政治文
化和组织文化结合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

的内涵，认为它应包括意识形态、制度规范和外部标

识等三类要素，并在文中对这三类要素进行了较深入

的分析。当然，现在看来，这“三类要素”的划分还

是有点简单，“意识形态要素”的提法且有不当之处。

其后，笔者又在另外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

形成与发展》《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系统的分析与建构

途径》中，从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产生、形成和发

展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而全面的概要分析和阐述，并

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含义、要素、建构提出了一

些自己的看法。 
 

三、几点思考 
 
由于政党文化的研究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学界对

政党文化的称谓纷杂不一。使用“政党文化”这个词

自然不会产生歧义，其外延和内涵也非常明确。但具

体到研究政党文化的某一方面或某一个案时，使用的

名称就不尽统一。如在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中，

各位专家、学者使用的名称就不一样，有“中国共产

党文化”、“中国共产党党内文化”、“ 中国共产党政党
文化”等。 
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和“中国共产

党文化”这两个称谓并没有什么原则区别，是不同作

者使用的名称不同罢了，其研究的内容和范围也应该

都是一样的，只是与“党内文化”的提法有些区别。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文化，有其

特殊的内涵。刘文江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文化是中

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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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继承发展中华民

族优秀文化，借鉴西方文化中的进步内容，在中国革

命、建设、改革开放实践中逐步确立和完善的，以马

克思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关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发展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思想理论、行为规

范和行为方式的观念体系。”[6](11)这种提法有道理，但

笔者又认为这个定义下的过于冗长，没有上升到一定

的理论高度，且有不全面之嫌(如没有提到中国共产党
政党文化的外部评价要素)，把“关于中国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发展的思想理论”都概括进这个“观念体

系”中去又显得过于宽泛。在该学者的著作中，的确

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文化事业和全部文化工作(比
如我国民间文化建设工作也是党所领导的)，把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内容

都作为研究的对象，显得非常庞杂。这样，政党文化

自身的规定性就没有了，其特定的研究对象不存在，

政党文化也就难以存在。 
“政党文化是政党意识的外化形态，其本质是政

党意识的转化过程。政党文化主要由三部分构成：政

党文化的核心要素——政党意识；政党意识转化过程
中所形成的政党文化二级标示要素——制度规范、党
纪党风、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等；党外力量对政党文

化的评价要素——政党形象。”[7]科学界定中国共产党

政党文化的概念并藉此构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理

论分析框架，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

也是从学科层面上推动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学从幼稚

走向成熟的前提和保证。 
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应该定义为：“中

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与时俱

进的理论成果为指导，在充分吸收中外优秀文化思想

的基础上形成的，由全体中国共产党员所认同并逐步

发展到由广大社会成员所接受的关于本党的政党意

识、组织心理、制度规范、行为作风以及由此决定的

政党形象。” 
笔者之所以提出这个定义，是基于以下考虑。中

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是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

发展而与时俱进的，它不但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它还要以今后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所有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这也是和前述学

者所下定义的重要区别之处。同时，中国共产党政党

文化是否能够得到广大社会成员的接受或认同，是要

通过他们的广泛评价才能够知晓的。因此，中国共产

党政党文化的内涵必须包括其评价要素才可以说是全

面的。关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思想

理论是党的指导思想中的内容，不应直接包括在政党

文化的内涵中。另外，目前中国共产党党内文化中也

存在一些腐朽文化，如“烟酒文化”、“送礼文化”、“权

钱交易文化”、“权色交易文化”等等。这些文化是不

能够得到全体党员和广大社会成员的认同和接受的，

只有深挖这些腐朽文化的根源，彻底铲除这些文化毒

瘤，给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净面”，才能够得到全体

党员和广大社会成员的理解和赞赏。但必须指出的是，

这些腐朽文化只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文化中的个案或特

例，它不是本质，不能代表主流，更不是我们所要努

力建构的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本身。 
笔者认为单纯泛指的“党内文化”这一抽象用语

(前面不冠以特定的政党名称)缺乏严谨性和科学性，
理由有三：第一，对于国内读者来说，一般知道，现

在在中国大陆，“党内” 自然是指的“中国共产党党
内”，因为中国共产党是现在中国大陆独一无二的执政
党、领导党，研究“党内文化”主要的或者几乎都是

中国共产党文化。但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中国大陆现

在也不只一个政党；如果包括台湾、香港，政党的数

量和格局就更复杂了。当然，在大陆，使用“党内文

化”这一概念是完全可以使人理解和接受的。但“党

内文化”这一提法确实指代不明，令人不敢苟同；第

二，使用“党内文化”一词，给人的感觉是比较简单

化的，似乎一个国家，除了党内文化，就是党外文化；

再就是这种文化似乎只面对党内成员，而不涉及广大

的人民群众。其实，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

益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形成和建设，

除了党的组织和党员的努力是主导和决定性的因素之

外，接受了人民群众的关注、建议和评价也是有重要

作用的。但从作者写作的内容来看，“党内文化”不但

不是完全只面向共产党员，不是用这种文化只教育和

熏陶共产党员，而是指出要用这种文化增强对社会的

覆盖力，很显然，它还是指代的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

化。同时，受到社会上的复杂影响，一个政党的党内

可能有各种文化，健康的积极的、庸俗的消极的都有，

而不像“政党文化”那样是一个整体的文化，是由政

党的基本性质决定的 ；第三，用“党内文化”这一一
般抽象词语来表示某一政党的具体特定文化只具有阶

段性，不具有长期性；或者说是一种方便的口头用语，

不具有学术概念的严谨性。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

这一用语放在 1921-1949 年间，那么“党内文化”是
指中国共产党文化还是中国国民党文化？肯定会因个

人立场不同而理解不同，从而引起纷争。尽管这有点

钻牛角尖，举的例子也有可能不合时宜，但有一点是

可以明确的：这一用语容易让人产生歧义，带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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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性和局限性，难以经得起历史的长期考验。历

史是向前发展的，尽管这一用语放在当今的中国社会

可以被人理解和接受，但它可能不会得到若干代之后

的人的认同。有学者认为：“现阶段，中国共产党党内

文化是指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党的奋

斗目标而在党内倡导的价值体系以及多数党组织和党

员中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理念和在实践中形成的具有稳

定性的行为方式所反映的价值取向的总和。”[8](28)这种

从应然与已然两方面结合的角度所概括的定义就比较

全面和科学，并且明确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文化”，

是可用的。 
本着学术研究具有规范性、严谨性、科学性的要

求，准确而恰当地使用统一的称谓和概念，合理界定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定义及其内涵和外延，是积极建

构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基本框架，发展中国共产党政

党文化首当其冲的任务。当然，这还有待于工作在政

党文化研究领域的各位专家、学者的努力探索和创新。 
目前在中国的政党文化研究的过程中，说中国的

政党文化研究还不如说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更为

准确，因为从发表的著作和文章来看，十之八九都是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当然这也无可厚非。毕竟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唯一合法的执政党，是社会主义

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但我们在

研究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同时，不要忽视了国外政

党文化的研究。从目前来看，国内学者对国外政党文

化研究的还很少。这是目前政党文化研究中亟需补充

的一个重要环节和部分。我们都知道，国外政党特别

是西方国家的政党，如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英国

的工党、保守党，它们长的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时间，

它们在执政与参政的实践中积累了大量有益的文化成

果；还有西方国家的社会党、共产党及发展中国家的

许多政党的政党文化建设，必定有其可取的合理成分。

如果能够借鉴过来结合中国国情为我所用，必定能为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提供原料和养分。

笔者认为，当下在重点研究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同

时，应该花一些时间和力气去研究国外的政党文化，

吸取其精华为我所用。政党文化研究工作者应该把这

项研究工作视为当前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做实做好。 
目前学术界在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研究过程

中，不乏赞美之词，指出的大都是其优点和长处，批

评缺点和不良现象的很少。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中

的优秀成分大加称颂，大力宣传，是为了使全体党员

和广大社会成员了解和学习，同时在加强党的建设，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扩大党的社会影响和国际影响等

方面起到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本质和主

流是先进的优秀的，这样做是完全需要的。但我们也

要居安思危，在看到其优秀的同时，也要看到它的不

足。如果只看到其合理成分，看不到中国共产党政党

文化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可以说是不准确的，也是

不全面的。我们要看到，目前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流行

着一些丑恶、腐朽的文化。它们正在腐蚀着那些意志

薄弱的党政干部，侵蚀着中国共产党的肌体，不能看

到这些，不铲除这些毒瘤，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

发展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因此，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

深入剖析这些文化毒瘤的负面效应，深挖其产生的根

源，分析其生成的背景和环境，采取有效措施抵制和

清除其影响，也应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工作者

继续努力的一个任务。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有人使用“执政的

文化”或“文化的执政”，自然他们也是在探讨中国共

产党在执政的过程中，认为中国共产党需要建构党的

文化，需要文化对它的支撑。尽管“执政的文化”或

“文化的执政”与“政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它们毕竟讨论的不是同一个问题，其研究的范围和

内容自然有较大差异，不具有可比性，在此不再赘述。 
目前还有学者提出“参政党政党文化”这一概   

念[9]，可以说这是想在政党文化领域开辟一块新园地，

其大胆创新的精神是好的，但笔者认为这一提法有些

欠妥。理由如下：参政党是相对于执政党这一名称来

说的，并且参政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概念，在国

外很多国家只有执政党和在野党(或称反对党)之分，
并无参政党这一专属名称。即使那些小党暂时不能独

自取得执政地位，有时只有和其它政党联合执政，处

于参政的地位，但它们并没有打算永远在参政地位上

给自己定格，更不愿意别人冠以“参政党”的帽子。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是居于领导地位的执政党，其他

合法政党都是被领导的参政党。目前参政党有八个民

主党派，并且他们都各有自己的政党意识和主张。有

人提出“执政的文化”这一概念，这是可以接受的，

说明执政党应该具备一些文化要素以加强和巩固其执

政地位；对应于“执政的文化”这一概念可以提出“参

政的文化”，来说明参政党在参政实践中应该塑造和具

备哪些文化，而“参政党政党文化”这一提法，只是

一个抽象的理论概念，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从政

党文化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指为一个“政

党所具有的为全体成员所认同的文化”。这已经很明显

的说明了凡是政党文化就是指每一个政党自身所拥有

的文化，而并非是指某些政党的集合或把某些政党结

为一个群体所具有的文化。“参政党政党文化”这一提

法实际上就是指所有参政党都应该具备的同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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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国“参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被叫做

“政党参政文化”，而并非“参政党政党文化”。 当然，
我们加强对我国参政党的参政文化研究，也是应该的，

可以把它称为“某某党的参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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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wenty years ago, some scholars of academic circle raised the concept of party culture and made a brief 
exposition on it. In recent years, academic circle made some active achievements after extensively researches and 
discussions about the concept and its content of party culture. At present, scholars agreed that party culture plays a 
“life-and-soul” role in the process of party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building, but they still have different views 
about the definition and content of party culture. In this thesis, the author makes his own definition of party culture and 
presents the following propostion: First, academic circle should unify the appellation of party culture. Second, we 
shouldn’t neglect the research about foreign party cultures when we research culture of the C.P.C. Third, in order to 
retain advanced status of party culture the C.P.C., we should simultaneously research deficiency and excellence of party 
culture of the 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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