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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胡 伟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战略

部署， 提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

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坚持

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提高党科

学执政、 民主执政、 依法执政水平。

这是面向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改进党

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保证党领导

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一项战略抉择，

意义极为重大。

加强党长期执政能力
建设的战略选择

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 主线是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

力建设、 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 党的

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关键， 而提

高科学执政、 民主执政、 依法执政水平

则是加强党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法宝。

之所以这样说， 根本在于科学执政、 民

主执政、 依法执政体现了对共产党执政

规律的深刻把握， 反映了对党长期执政

经验的深刻总结， 也是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必然

逻辑。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要坚持党的领导，

就要不断改进党的领导， 特别是改革和

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加强党的长期

执政能力， 使党的领导在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焕发出更

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 “要改

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保证党领

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扩大人民有序政

治参与， 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

民主协商、 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 民主

监督 ； 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 尊严 、 权

威， 加强人权法治保障， 保证人民依法

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制
度体系的必由之路

科学执政、 民主执政、 依法执政，

是我们党对自身执政理念、 执政方略、

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的高度凝练 ， 是

党勇于自我革命的重要体现 ， 也是改

革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必由之

路。

所谓科学执政， 就是要深刻把握共

产党的执政规律， 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

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科学分

析和界定执政党的政治和社会功能， 在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同时， 支持人

大、 政府、 政协和法院、 检察院依法依

章程履行职能、 开展工作、 发挥作用。

所谓民主执政， 就是要在治国理政中既

要为人民执政又要靠人民执政， 坚持人

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

和核心， 把党的领导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有机统一起来， 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

制度化 、 规范化 、 程序化 。 所谓依法执

政 ， 就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

动， 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治理国家和

管理社会事务， 使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

部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如何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上下更大功夫？ 着力点何在？ 关键就在

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提高党

科学执政、 民主执政、 依法执政水平。 办

好中国的事情， 关键在党； 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也在党。 提高党

科学执政、 民主执政、 依法执政水平，

就是要把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嵌

入到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框架

之中， 把发扬民主、 严格依法办事与

改革党的领导与执政方式统一起来，

不断提高全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能力、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

力、 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推进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能力和应对国际

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使党的

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在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显示出

更为强大的制度优势。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特聘教授，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工程首席专家，

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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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随着云计算、区块

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运用，城市治理如

虎添翼，城市生活也因此更加便利。 那么，

如何把新技术更好地应用于城市治理？ 如

何持续深入地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近日，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

究所与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

智库联合举办首届 “新技术·新治理·新城

市”论坛。与会专家认为，要“线上便利”，也

要“留意线下的温度”，要让技术实实在在

地围着具体需求跑，解决实际问题。

不能把人看作数据库里一
条条冰冷的数据

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

新技术时代的城市治理不仅要追求 “快”，

更要注重 “人”， 注重传递人间温度。 “科

技+城市治理的最大优势一定是方便快

捷，但是除此以外，我们的城市治理是不是

还应该有别的东西？”上海社科院政治与公

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刘杰认为， 重视新技术

不能偏离以人为本的城市治理核心理念，

不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导致 “人变得不重

要”。 “我们要当心不懂微信、不会 App 的

群体在政府服务里面被‘边缘化’。 过去不

懂还可以到社区事务中心去问， 这部分传

统服务是不是还应该保留？ ”

“最有温度的服务是由人提供的。 ”复

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数

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主任郑磊认为， 数据

是冰冷的，总有跑不到的地方，过了新鲜期

的无人餐厅可能也会像电话里的“请按 1、

2、3”的机器语言一样，让人有困于机器笼

子里的感觉。 “我们强调数字、数据的时候

也不能忘掉温度。 ”郑磊认为，处于大数据

驱动方式中，每个人都是数据采集对象，因

为涉及人的隐私、自由、尊严，数据采集和

利用应该有边界。“新技术带来的改变是为

了满足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是以人为中

心， 而不是以技术为中心把人看作数据库

里一条条冰冷的数据。我们要知道，每一个

数据都有温度。 ”

上海市“一网通办”随申办市民云 App

副总、 复旦大学信息学院副教授凌力同样

看重“温度”：“线上有线上的方便，线下有

线下的温度，而城市一定要有温度。 ”他认

为，在线服务很重要，但它只是一部分。 虚

拟城市或智慧城市并不意味着将所有东西

都搬到线上，只做好在线服务就行。比如公

共服务中，结婚登记在凌力看来就不适合全

流程在线办理。 “结婚登记是一个很神圣的

过程，在线上办理是方便，但是缺少爱。 ”

数据开放给社会做应用 ，

会产生各种价值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

所助理研究员王龙飞认为， 城市治理的精

细化， 并不是通过单纯的技术增量和高投

入就能换来的，必须有科学、系统的理念，坚持从群众需求和城

市治理突出问题出发，把分散式信息系统整合起来，实现数据协

同共享、信息准确判断。

数据、信息如何做到在实战中管用、基层干部爱用、群众感

到受用？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主任韩传峰认

为“场景”很重要。 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就要拿到社区的具体场景

中，针对小区的安全、停车、垃圾分类、电梯维修等每一个具体问

题，基于场景去技术渗透，进而推动社区内在治理改革，理顺治

理模式， 依靠人工智能赋能形成一个运转灵活、 高效的治理机

制。 韩传峰认为，数据本身没有价值，只有通过场景挖掘出来形

成信息，用了、交易了，才有价值体现。

那么，数据产生价值的过程谁来做，政府，还是市场？郑磊分

享了一个案例：在美国波士顿，大雪埋掉了消防栓，如何处理？波

士顿政府采取的方式是开放消防栓的基本数据。 一个社会组织

看到数据， 用了一个周末开发出一个应用 App “领养一个消防

栓”———像是一款小游戏， 公众搜索附近消防栓从雪堆里挖出

来， 上传地理位置和照片，App 后台的消防栓就会变色，“领养

人”还享有消防栓的命名权。实际效果很好。郑磊认为，数据开放

和协同治理同等重要，数据作为原材料开放给社会做成应用，会

产生各种价值。 “数据可视作金字塔的底层，底层多宽、多深、多

厚直接决定了上面的加工能走多远。 ”他认为，政府应该是开一

个“大商场”———开放数据，吸引“商家”来“开店”———做应用，共

享共治，大家共同参与。在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

授樊博看来，互联网+技术真正融合到政府体系里以后，后台公

务员不需要跑，而是数据在跑，前端公众最多跑一次，横纵整合

实现业务协同、信息共享的政府能够实现这种治理绩效。

“灯光秀”能否成为上海夜间经济助推器

“光影上海”灯光艺术节开幕，23件作品中大多为全球、亚洲或中国首展，
展现了灯光艺术在全球的发展现状，也为上海带来启示———

一年一度的 “光影上海” 大型光影艺

术主题展览于近日拉开帷幕， 并将在未来

一个多月的时间免费向公众开放。 今年的

展览除了与世界三大灯光节之一的法国里

昂灯光节合作外， 更携手全球著名的阿姆

斯特丹灯光节灯光艺术收藏板块， 在上海

新天地、 虹桥天地、 瑞虹天地、 创智天地

四大地标展出来自十余个国家及地区的

23 件光影艺术作品， 其中大多为全球首

展、 亚洲首展或中国首展作品。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近十年来， 灯光

艺术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 已经日益成

为公共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 在上

海大力建设 “夜上海” 特色消费示范区的

背景下， 如何充分利用灯光艺术来促进夜

间经济发展， “光影上海” 能够给我们不

少启示。 统计显示， 自 2015 年来， “光

影上海” 共展出近 70 件艺术作品， 创新

性地把国内外灯光艺术作品搬进商业公共

空间， 每年吸引超过 1000 万参观者。

独特魅力与优势推动灯光
艺术在全球蓬勃发展

从阿姆斯特丹灯光节、里昂灯光节、埃

因霍温灯光艺术节到奥地利灯光艺术双年

展、 声动悉尼、 卢森堡赫尔辛基灯光艺术

展，近年来，不少国家和城市都把灯光艺术

节展活动作为自己的文化和旅游名片，让

越来越多的人看到灯光艺术的独特魅力。

以此次亮相 “光影上海” 的亚洲首展作品

《今天我爱你》 为例： 当简简单单的一句

“Today I Love You”被霓虹灯赋予了光和

热，不需要任何具体文化语境，就能够触发

人们的情感与情绪。

用最直接的互动方式诉诸观众的体验

和情感，是灯光艺术作品的另一大优势。这

点在本次“光影上海”中得到突出体现。 全

球首展作品 《光中飞行》 是一个踏板飞行

器， 装置上端是圆形灯带， 下端则是脚踏

板，艺术家邀请观众直接参与：请坐下来，

踩动脚踏板。 当观众头顶上的光圈随之展

现出五彩斑斓的光影时， 会不由自主地产

生不断向上、追逐梦想的美好愿望。另一件

同样是全球首展的作品《光之战车 3》则邀

请参观者参与骑行 PK，参观者需要奋力踩

动踏板，将自己一方的光束推到另一边。虽

然是采用了“升级打怪”模式，实则传达出

“快乐将在与人分享后成倍放大”的理念。

阿姆斯特丹灯光节艺术收藏董事总经

理阿尔伯特·德尔图尔提到一件叫作“来自

宇宙之花”的作品：当参观者经过这朵由几

十根灯管组成的“花”时，它自带的感应装

置会抓取参观者身上的色彩元素并随之变

色。“在一些人与人之间缺乏交流的城市中

展出时，我们惊喜地发现，人们由于自己与

他人色彩相近或相配， 而开始与陌生人搭

话， 这正体现了艺术作品在人与人之间制

造连接、引导沟通与交流的价值。 ”

技术进步为上海发展灯光
艺术创造条件

毫无疑问， 灯光艺术不仅能够直接刺

激夜间消费， 而且能够让城市在夜间焕发

活力 ， 是发展夜间经济的重要一环 。 值

得一提的是 ， 不少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

技术的发展正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影响着

灯光艺术 ， 这也为上海发展灯光艺术提

供了条件。

法国数字艺术家大卫·帕斯冈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 技术变得越来越便捷。 从十

年前需要花一笔巨资买投影仪， 到现在艺

术家开始使用更小规模的反光材料和技术

来取代投影仪， 再到未来可以想见的手机

自带投影功能， “艺术创作在技术层面变

得非常便捷 ， 每个人都可以创造灯光艺

术， 这是一种好的演变”。

除了因为工具唾手可得带来的创作门

槛降低之外， 三维投影、 多媒体、 视频艺

术、 摄影甚至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等技术

的不断成熟， 也有助于艺术家不断拓展艺

术作品的外延， 革新艺术的传递方式， 从

而更好地将光、 声音和视频进行结合， 以

新奇的形式把灯光艺术带到日常生活当

中， 使之更加可见、 可触、 可感。

新
技
术
时
代

（上接第一版）“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

《规则》如何进一步细化、梳理，这应该是下

一步的重点。 ”

正如一位教育工作者所言，《规则 》的

看点和难点， 在于如何制定具体的操作细

则。 若缺乏可操作性，教师不敢动用手中的

“戒尺”，家长总担心老师滥用，双方之间无

法达成共识，最后，《规则》恐怕会成为难以

落地的“空文”。

还有家长提议，《规则 》可否只设定初

步的惩戒原则 ，至于具体如何操作 ，应由

各学校依此制定具体方案。比如，根据《规

则 》 中明确提出的不得侮辱伤害学生尊

严 、不得造成人身伤害 、不得损害学生人

权和隐私等作为惩戒的底线， 经由学校 、

教师、家长和学生代表等联合组成的委员

会，因校制宜地制定具体的惩戒细则。

比起讨论如何惩戒，更值得
关注的是优化育人方式

根据《规则》，教师正当实施教育惩戒，学

校不得据此给予处分或其他不利处理。 家长

威胁、侮辱、伤害教师的，学校教育主管部门

应支持或代表教师追究法律责任。 《规则》同

时要求，家长履行对子女的教育职责，尊重教

师的教育权利，配合教师对违规违纪、行为

失范学生进行管束教育。 如果家长认为处分

不合理，《规则》也提供了多种申诉途径。

在为老师“撑腰”的同时，《规则》也为

学生撑开保护伞，明确了体罚、变相体罚、

辱骂、 选择性惩罚等六种被禁止的教育惩

戒方式。

章友德认为，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一

致性要在教育中得到保证。 不仅要规定好

学校和老师的责任， 学生和家长也应履行

自己的义务，遵守学校的制度章程，在具体

实施过程中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 以适应

不同学生的情况。

那么，《规则》 出台的目的是研究如何

惩戒学生吗？答案是否定的。无论惩戒手段

多么高超，如不能把正确的观念内化于心，

只会让孩子失去安全感，徒留心理阴影。 也

有老师反对惩戒，质疑“点名批评、增加运

动、面壁反省”这些常用却比较低级的惩罚

方式并不包含教育要素， 而且教育不可能

通过惩罚来实现。

不可否认 ，惩戒只是一种规范行为的

手段，最终的目的还是要通过教育培养品

行优秀的学生。 陈珏玉说，平时建立良好

的师生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前提 。 实际上 ，

小学的孩子就能分清好坏， 让他们从内心

知道错了再接受惩戒， 才能真正达到教育

的目的。有些孩子比较敏感，如果贸然使用

惩戒，只会适得其反。 她认为，老师要以正

面鼓励为主，不轻易使用惩戒。

“应该看到，部分老师在教育心理学方

面的积淀和经验仍然不足， 教育的方式方

法相对单一。 ”陈珏玉直言，比起热议老师

该如何使用惩戒， 当下更需要讨论的是如

何进一步优化教育方式。 另一方面，家长和

老师之间也要增强沟通、建立互信，根据孩

子的情况因材施教。

老师手中“戒尺”：“尚方宝剑”还是“达摩克利斯剑”？

▲上海新天地 “寻光

游乐园”暖心开启，带来一

场超越想象的感官和视觉

盛宴。 本报记者 袁婧摄

荩常设展品《蝴蝶》通

过一种消失在我们生活中

的自然意象， 唤起保护生

物多样性的意识。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