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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在日常的管理
和政府活動中實現政
府的諾言，是政府有
沒有信譽的最基本的
因素。

1995 年 1 月 出 版 的
《政治的人生》

清除腐敗現象，是任何政治生活健
康和穩定發展的關鍵一環……走向現
代化的過程中，能否有效地抑制和清
除腐敗現象，決定着現代化的成敗，
也決定着社會的長治久安。

1990年出版的《反腐敗：中國的試驗》

國際風雲的變幻和國際力量對比的
變化，使「軟權力」成為一個國家對
外交往的基本力量。

1993年發表的文章《作為國家實力的文
化：軟實力》

香港文匯報訊 學者型官員王滬寧被稱為「中南海核心智

囊」，1995年以一名政治學教授的身份，從高校進入中央

政策研究室，歷任政治組組長、副主任、主任，先後「輔

佐」三任總書記。他曾這樣形容自己：「作為一名政治學的

學者，我的大部分時間均用來做我的專業學問了，以至這一

學問佔據了我絕大部分的生命。」

舊日記觀點新 治學嚴著作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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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學習」是多篇介
紹王滬寧的文章中經常

出現的字眼。據稱，愛學習的他性
格十分內向，上中學時，正趕上
「文化大革命」，學校罷課後，他
就一個人躲在家裡看書，從不參加
抄家、批鬥等活動。1971年，16歲
的王滬寧初中畢業，由於體弱多
病，未上山下鄉，留在家裡繼續自
學。

「讀書是最快樂的事」
因「破四舊」，可供閱讀的書很

有限，但王滬寧抓到什麼讀什麼，
現在回想起來，他仍對那段時光充
滿眷戀。他對身邊的同事說：「那
時候雖然沒什麼特別有價值的書好
讀，但對我個人卻形成了兩大優
點：一是我學會了思考，可以把一
些最普遍的事情條理化分析，問幾
個為什麼；二是讓自己養成了讀書
的習慣。到現在為止，我仍然覺得
讀書對我來說是最快樂的事。」
王滬寧也愛看武俠小說，對武俠

小說有很高的評價。讀《射鵰英雄
傳》，認為金庸的小說「給人啟發
的是它巧妙的構思和大膽的想像
力。儘管是虛構，但是這種想像力
對從事科學研究的人來說，有價
值。如何突發異想，把本來的平平
淡淡，看得異軍突起，這樣才能有
創造性。據說，有的大科學家，在
訓練學生時，首先要他們看武俠小
說。」
王滬寧喜歡簡約，討厭繁瑣。因

為煩表格複雜，他放棄去日本做訪
問學者。王滬寧還曾寫過一篇日記
叫「反對表格主義」。日記提到：
「上次要去神戶大學做訪問教授，
一定要問我初中是哪天畢業，高中
是什麼時候畢業，哪一個月？哪一
天？真是荒唐，和他們有什麼關
係，和我做一名訪問學者有什麼關
係？最後下決心不去，受不了這
個。」 ■《中國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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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舉行第六次全體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舉行第六次全體
會議時會議時，，習近平與王滬寧交談習近平與王滬寧交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央政策研究室職能
■ 負責起草黨代會中央委員會工作報告

■ 參與中央大型會議文件起草

■ 起草中央領導同志部分重要講話

■ 根據中央領導同志指示，單獨或組織、
協同有關方面起草、修改中央有關重要
文件

■ 對黨建、思想理論重要課題和中央重大
決策的可行性，進行調查研究，提出政
策性建議

■ 對全國經濟形勢跟蹤、收集、分析、整
理，報送黨建和思想理論的重要綜合信
息、動態，為中央決策提供建議和諮詢

資料來源：財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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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新聞周刊》
報道，作為一位學有建樹、著作等身的
政治學教授，王滬寧治學嚴謹，功底深
厚。他善於大量評價外國最新的、經典
的政治學名著，同時結合中國的具體情
況大量撰文，對中國的政治制度作對比
性剖析。在文章甚至日記中所闡述的觀
點，都被認為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代表
性，有媒體評價其是「舊日記中的新觀
點」。
1986年，王滬寧發表文章，提出在改

革中必須有中央權力的必要集中，要依
靠政府的力量來推進經濟改革的進一步
深化。該篇文章引起很大反響，上海知
識界開始討論在國家現代化進程中政府
集權的作用，開始介紹亞洲「四小龍」
經濟的騰飛和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有關
發展中國家政治現代化的理論。這被認

為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在學術界、
思想界風靡一時的新權威主義的理論萌
芽。
1987 年 5 月出版的《比較政治分
析》，是王滬寧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
中國內地第一本從宏觀角度對政治現象
進行分析的政治學專著。該書從政治形
式、過程、決策等10個領域入手，用比
較政治學的學術方法，古今中外、縱橫
比較各種政治現象。正是這樣的學術積
累，奠定了王滬寧從學者走入決策層、
實現由學術研究到實際操作層面的根
基。

「長治久安須良好政體」
1988年，他赴美國愛荷華大學、加州

大學伯克利分校擔任訪問學者。在美國
做訪問學者期間，王滬寧半年內去過大

大小小三十幾座城市和近二十所大學，
在數十個政府和私人部門做過調查，還
與眾多的美國人和外國人討論美國，並
將每天討論、訪問和觀察到的記錄下
來，並寫成《美國反對美國》一書。在
該書中，王滬寧細緻描寫了美國總統的
就職儀式，並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任
何政治體制，最為根本的問題之一是如
何進行權力交替。這個問題不解決，社
會就難以有一個持續的穩定的政治秩
序。……政治規矩和政治傳統之所以有
作用，在於它們能保護統治階級內部不
同團體之間的權力關係。」
王滬寧對政治體制的看法，散見於早

期著作中。在其日記體《政治的人生》
一書中，王滬寧認為，中國在現代化發
展中，需要完善政治體制。一個社會要
長治久安，必須具有良好的政治體制。

完善和構築中國社會的政治體制模式的
總則是不斷擴大和加強社會主義政治民
主和社會民主，這是社會主義政治發展
的目的。2016年內地媒體披露在1994年
7月28日的日記中，王滬寧寫道，現在
反腐敗鬥爭的重點之一應該是反「超腐
敗」。

-簡 歷-
王滬寧，男，漢族，1955年10月生，山

東萊州人，1977年2月參加工作，1984年4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國
際政治專業畢業，研究生學歷，法學碩士學
位，教授。
第十六屆、十七屆、十八屆、十九屆中央

委員，十七屆中央書記處書記，十八屆中央
政治局委員，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常
委、中央書記處書記。

★ 1972－1977年 上海師範大學幹校外語
培訓班學習

★ 1977－1978年上海市出版局幹部

★ 1978－1995年 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國
際政治專業碩士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
教，先後任教授、國際政治系主任、法
學院院長

★ 1995－2007年 先後擔任中央政策研究
室政治組組長、副主任、主任

★ 2007－2012年 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
政策研究室主任

★ 2012－2017年 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
政策研究室主任

★ 2017－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
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資料來源：新華社

綜合《中國新聞周刊》、《新京
報》、 財新網及中國共產黨新聞

網報道，王滬寧1955年10月6日生於上
海，自幼好學。1972年夏，做了短暫學
徒工之後，王滬寧作為「工農兵學員」
被推薦到上海師範大學幹校外語培訓班
學習法語。內地恢復高考後，他報考了
當時剛恢復的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國際
政治專業研究生，師從研究《資本論》
的權威陳其人老先生。

教師匱乏主動代課
畢業後，王滬寧留校任教。當時，高

校裡有少數年輕人嚮往出國，使得青
年教師人才匱乏。王滬寧知道出國深
造會有益於學問，但他不相信唯有出
國才能成大器。當時的王滬寧，總是
主動請纓代課。作為教學上的新兵，
王滬寧在短短的幾年內接連不斷開出
新課，一學期通常開兩三門課，多的
時候甚至同時開四門課。由於勤奮，
王滬寧迅速成為研究政治學理論的知
名青年學者。
1985年，年僅30歲的王滬寧獲破格晉
升為副教授，成為全國最年輕的副教
授，此事亦使他成為全國性的新聞人

物。此後王滬寧又擔任教授、博士生導
師。
在復旦的日子裡，王滬寧整個心思都
在做學問上。他在1995年出版的《政治
的人生》中曾這樣形容自己：「政治的
人生，並非指一種政治的經歷，而是
說，作為一名政治學的學者，我的大部
分時間均用來做我的專業學問了，以至
這一學問佔據了我絕大部分的生命。」

參與起草「三個代表」
1995年，時任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的

王滬寧，以一名普通中共黨員的身份，
進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並出任政治組
組長。
調到北京後，王滬寧接受的第一項任

務是參與起草十四屆五中全會文件，在
報告中系統闡述了「十二大關係」，即
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等十二個方
面的關係。
1998年，王滬寧出任中央政策研究室

副主任，並且以「國家主席特別助理」
身份，在江澤民出訪等外事活動中陪伴

左右，成為江澤民時代最為重要的高層
智囊。
王滬寧被外界津津樂道的最大貢獻

之一在於，他是「三個代表」重要思
想的起草人，並為此作出了重大理論
貢獻。

緊密陪伴總書記左右
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胡錦濤當選中

共中央總書記，王滬寧更上一層樓，不
僅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由副轉正，更進入
中央委員會。在五年後的十七大上，王
滬寧再進入中央書記處，從日常工作安
排到智囊建議，對胡錦濤執政十年的政
治建樹着墨頗多。
在2012年召開的中共十八大上，王

滬寧再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創下
了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進入政治局的
歷史先例。而在十八大之後，王滬寧
則緊密陪伴總書記習近平左右，成為
新一屆中共高層的核心智囊。五年
來，習近平赴基層調研，進行重要外事
活動，王滬寧常見於陪同人員之中。

■王滬寧的著作。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