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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政 治冲突的功能理论是政治冲突与整合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目前对政治冲突与整合理论 的研 究非常少，所 

以作为它的重要 组成部分的功能理论研 究更为鲜见。本文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理论框 架下 ，结合前人的相 关论述 ，特别是 

重点围绕马克思与 L·科塞的观点 ，对政治冲突的功能 ：负功能和正功能进行 了比较 系统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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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functiontheory ofpoliticaleonfl ictis animportant component part，but present research onpo liti~ eonfl ictand conformity 

almost is a virgin field that scholars rarely research on．Under the framework of unity between history and l0 c，this thesis systematically aria- 

lyres the function of politi~ conflict，negative function and positive function witll the eonceming research of predecessors，especially the point 

ofview of Karl Marx and Lewis A．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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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冲突是政治主体之间矛盾尖锐化的产物，是矛盾各 

方为谋求政治利益 、政治权力或实现特定政策 目标而围绕着 

公共政治权力所发生的摩擦、对抗和争斗的方式与过程。所 

谓政治主体是指进入政治过程，围绕政治目标并发生相互作 

用的行为主体，包括立法机关、议会党团、行政机关、司法机 

关、政党组 织、利益集 团和政治过程 中的公民、阶级、种族。 

政治冲突的功能是指政治冲突在政治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 

政治冲突的功能主要有两种 ：负功能和正功能。 

关于政治冲突的负功能许多学者进行了阐述，其中具有 

代表性的观点有：第一，冲突失序说。帕森斯认为阶级冲突 

是我们现代工业型社会 的特有病状 ，把 冲突看作是 功能失 

调 、破坏性 的和反功 能的后果 ，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是可 以避 

免的，在某种程度上 又是不 可避免的 ，它是人类社会的特有 

病状。他认为通过社会控制过程可以将冲突减少到最低限 

度。第 二，沟通 中止说 。伦德堡认为 冲突是分裂性 的，是对 

立各方之间的沟通终止，断绝沟通就是冲突的实质。所以， 

冲突一定是功能失调的现象。他倾向于对冲突进行调适。 

回避冲突(把冲突定义 为政治疾病)和促进均衡或合作状态 

(定义为政治健康)构成了梅欧的主要倾向。华尔纳认为政 

治冲突特别是阶级冲突仍被认为会毁灭美国政治体系的稳 

定性并危及美国的社会结构。第三，冲突固有说。萨姆纳 

说：政治主体内部的友谊与和睦关系及其对其它政治主体的 

敌意和冲突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当他们感到某些类型的政 

治冲突包含着消极性质，并对政治体系具有破坏性的时候， 

他们就强调结构改革的必要性，而不是对现存政治结构的先 

决条件进行调适。在这里，冲突被认为是政治结构中固有 

的，那些具有消极影响的特殊类型的政治冲突只要通过政治 

发展就可以被消除。韦伯认 为冲突不 可能被排除在社会生 

活之外 ，和平无非是冲突形式 、对立 、或冲突对象 的变 化，或 

最终是选择机遇的变化。 

马克思基于辩证法考虑，认为政治冲突具有双重功能：正 

与反，积极与消极。马克思虽然接受政治冲突甚至鼓励政治 

冲突 ，但他并不认为所有政治 冲突都是积极 的。有些政治冲 

突可以提高政治效能、推动政治发展，对政治体系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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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正冲突。对这样的政治冲突，当然可以接受，也值得鼓励。 

但另一些政治冲突则会妨碍政治效能的发挥，破坏政治体系 

的整体性，是负冲突。这些政治冲突当然要避免和杜绝。政 

治冲突不仅有积极 和消极之分 ，而且 同一政治冲突中也存在 

着不同程度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在中介性变量的作用下， 

同时具有 向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转化的双重可能性 。 

马克思也认为政治冲突具有正功能，一种政治主体与其 

他主体的冲突与斗争，恰恰说明了本主体内部有一种内在的 

有机联系。在政治主体相互对抗的结构中，政治斗争对各个 

主体内部的整合作用就会突出地表现出来。马克思在谈论 

阶级问题时也认为，只有通过冲突，才能使阶级自身得以形 

成。只有处于冲突或斗争之中，他们才能认识到自己的共同 

利益。阶级是如此 ，国家 、政党 、民族亦复如此 ，甚至连行政 

组织科层制结构中不同的冲突也是如此。政治冲突“对于政 

治主体结构起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内加强整合，对 

外巩 固界限”。 

但从马克思的政治冲突及其整合学说来看，他对政治冲 

突的功能取向基本上是负面的。在谈到阶级社会中的民主 

时 ，总是把 民主与阶级统 治联 系在一起。恩格 斯强调“国家 

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 的机器 ，而且在这一点上 民 

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 

西的时候就愈接近。”“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 

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 

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 

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个能够把 

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对马克思来说，一个复杂 

的社会，其特性可以是不断的冲突(即使是被压制的)或一 

致，但决不是二者的混合。他们把冲突与一致看成是互不相 

容的，而不是视为背道而弛但可平衡的两种倾向。一方面， 

他们设想出一致、和谐与一体化会出现在共产主义将来的世 

界；另一方面，他们把冲突与专制主义视为原始共产主义以 

后与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以前这一段历史时期中的重大 

史实。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可以看出他们没有为民主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安排一个位置。在他们的理论中只有互 

相排斥的两种社会类型，冲突的社会与和谐的社会。对他们 

来说，第一种本质上就是损害人的尊严的，必须摧毁。第二 

种消灭了一切冲突的根源，因此不需要诸如限制国家权力的 

保护措施、权力分散、保证司法独立、宪法或“人权法案”等民 

主制度。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是消灭人与人之间对抗的正确 

整合方法 ，它甚至连产生政治冲突的根源 ：“差异”也被消灭 

了。不过，在向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过渡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期 

“政治民主”依然是不可或缺的。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关于 

共产主义 新社会 的观点是反独 裁主义 的，反 官僚主义 的”。 

列宁也“努力消除公共领域的冲突及轻视民众的参与，它给 

自己打上了反政治烙印。”“无产阶级专政使得工人阶级能够 

成为统治阶级和‘政治主体’，因而也能获得《共产党宣言》中 

所明确指出的民主。对于马克思来说 ，无产阶级专政同民主 

的深化 、同国家的衰亡是相吻合的。” 

政治冲突正功能学说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其中有代 

表性的观点有：第一，冲突激发说。帕克认为只有存在冲突 

的地方才有行为意识和 自我意识 ，冲突不仅是获得 自我意识 

的机制，事实上也正是它构成了任何有秩序的政治体系。冲 

突往往导致冲突主体建立结合。第二，冲突与合作互动说。 

库利说冲突与合作是不可分割的 ，而且一个过程 的每个阶段 

总是包含这两方面的内容，在每一个统一体中都包含着冲突 

的因素。政治冲突是政治体系的生命所在，进步产生于政治 

主体为寻求实现自己美好理想而进行的斗争之中。他还认 

为可以把政治进程分解成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合作统一体，在 

每一统一体内部都包含着冲突的因素，它把某种协调一致的 

观点强加在这个统一体之上，而同时又与其它统一体相冲 

突。斯莫尔认为在形 式上政治进程是 由在某种程度 上与其 

它政治主体利益相冲突，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又与其它政治主 

体利益相一致的政治主体利益所驱动的连续过程。第三，冲 

突支持说 。罗斯认 为在某种程度上公开 的对立保 护着 政治 

体系，在任何一个政治体系中通过支配因素抑制异议和其它 

形式的对立都可能导致政治体系的分裂。累文认为为了维 

持和确保利益群体的生存，有必要坚决地从事冲突活动。齐 

美尔认为冲突是一种社会化的形式。没有哪个政治体系是 

完全和谐的，因为那样的话就将使政治体系缺少变化过程和 

结构性。政治体系既需要和谐、也不需要和谐，需要对立、也 

需要合作，政治主体之间的冲突决不全是破坏因素。政治体 

系的结构和功能是两种类型变化过程的结果。正是“积极” 

和“消极”因素二者构成政治发展。冲突及合作都具有积极 

功能。但不是说反功能必要 ，而是说一定程度的冲突是政治 

体系形成、变迁的基本要素。 

综合前人的观点，L·科塞认为虽然政治冲突也具有消极 

功能，但副作用很小，其积极功能则十分突出。科塞关心的 

是政治冲突如何通过施加一种有利于革新 与创 造的压力而 

防止政治体系僵化。科塞使用的冲突概念指不涉及双方关 

系的基础、不冲击核心价值的对抗；指政治系统内不同部分 

(利益集团、政党、政治机构)之间的对抗，而不是指社会系统 

本身的基本矛盾，不是革命的变革；指制度化了的对抗，即政 

治体系可以容忍并加以利用的对抗。 

科塞认为政治体系中政治主体的政治关系越紧密，政治 

冲突的强度越大。在其成员全人格地介入并且政治冲突受 

到压制的地方，冲突一旦爆发，很可能会成为危及成员关系 

根基的政治冲突。在其成员只是部分介入的政治体系中，政 

治冲突很少是破坏性的。政治冲突在这种政治体系中常常 

具有减压阀的作用。在政治结构松散、灵活、异质性高和功 

能互补性高的政治体系中，政治冲突较频繁，而其强度则相 

应较低。它把不同的观点分散在不同的问题上，不会把分歧 

集中在一个断裂点上；也不至于使冲突一发生就集中在核心 

价值上。使政治冲突常规化、制度化有助于各团体及人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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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妥协、调和与团结。允许冲突存在并使之制度化，给社 

会带来震荡最少，从而起到积极的作用。冲突创造了新的联 

合与联盟 ，特别是 在国会 中。它导致带有不 同意识形态 、政 

治思想 、公共价值 观的新利益集 团的形成 ；或者为 了终止这 

种冲突，导致对付共同威胁的暂时的工具性联合，即通过暂 

时的联合保护他们共同的利益。政治冲突对政治体系具有 

内部整合功能，政治主体之间的区别只有在冲突中或通过冲 

突才能形成，如阶级、利益集团和政党。政治冲突有助于建 

立和维护各政治主体的身份和边界线，并维护各政治主体与 

周围环境的界限。各政治主体发生冲突时，可以促进各政治 

主体的合作。通常情况下反对派政党就是在同执政党冲突 

时建立与发展起来的。虚构的冲突对政治主体也具有聚合 

功能，即通过反对外部或内部的威胁使集团聚合起来。不 

过，不断与外部发生冲突的集团往往不能容忍内部冲突。 

科塞认为冲突对政治主体及政治体系具有合作与稳定 

的功能。防止政治冲突瓦解双方关系基础的防护器就存在 

于政治结构中：它是由政治冲突的制度化和承受力提供的。 

政治冲突是成为政治关系的平衡手段或对对立要求的再调 

整手段还是成为分裂的威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冲突赖以 

发生的政治结构。政治结构在允许表达对抗的要求方面是 

不同的。君主制有压制冲突的倾向，所以政治冲突爆发在一 

个经常压抑敌意情感表达的政治结构中，就显得特别强烈。 

这种冲突的目标不仅是为了解决当前的问题，而且先前积累 

的所有愤怒和被压抑的情感易于在此时一同发泄出来，并且 

冲突越是被压制的地方冲突一旦爆发，就可能危及它们相互 

关系的基础。民主政治结构则显得比其他政治结构更能承 

受冲突。在这里政治冲突使对抗者结合，政治冲突扮演了一 

个激发器的角色，激发了新规范、规则和制度的建立。 

民主政治可能会经历大量的政治冲突，但它 自身易于构 

成抑制那种破坏统一的机制：社会成员的力量被分散在许多 

方向的冲突上，因此不会集中在一种冲突上而使政治结构分 

裂。而在敌意的原因不许积累，允许冲突随时随地发生的地 

方似乎表明某种紧张状态的消失，在这里发生的冲突可能仍 

主要集中在引起它爆发的条件上，而不会再激发已沉没的敌 

意。通过这种方式，政治冲突就被限于就事论事的状态。在 

富有弹性的政治结构里，大量的政治冲突相互交叉进行，因 

此阻止了沿一个轴心发生根本性分裂，政治冲突构成了一个 

政治体系的平衡机制。在松散结构的民主政体和开放的社 

会里，冲突的目标在于消解对抗者之间的紧张，它可以具有 

稳定和整合的功能。由于允许对抗的要求直接和立刻表达 

出来，这样的政治体系能够通过消除不满的原因重新调整它 

们的政治结构。它们所经历的多种多样的冲突，将有助于消 

除引起分裂的根源并重建统一。通过对冲突的宽容和制度 

化，这些政治体系为自己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稳定机制。 

科塞认为政治冲突是一个政治体系中重要的平衡机制。 

最有效的抑制冲突的力量 ，是展示相对力量，即冲突较量。 

其结果是冲突创立与修改了那些对于双方都非常必要的公 

共规范；冲突导致一定的力量均等的环境条件 ，每一方都 宁 

愿对方具有同样的组织结构与状况；冲突使相对权力的再估 

计成为可能，这样冲突作为一个平衡机制而服务于政治体 

系，有助于政治体系的维持和巩固。国家机构内部冲突也能 

在结构中充当查明对抗双方相对实力的工具，由此成为维护 

或不断重新调整权力平衡的机制。既然冲突的爆发表明在 

双方之间先前存在的通融被否定，一旦对抗者各 自的权力通 

过冲突被确定下来；一个新的平衡就会建立，相互关系也就 

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在一个对冲突根本没有或有但不 

够充分的容忍和制度化的政治结构里，冲突易于导致机能失 

调。冲突导致分裂的威胁的强度和对政治体系公认基础的 

破坏程度，与这个政治结构的僵化程度有关。威胁这个政治 

结构内部平衡的不是这样的冲突，而是僵化本身。这种僵化 

使敌意能够积累起来，一旦冲突爆发，这种积累的敌意就会 

集中到一条导致分裂的主线上。冲突在政治体系中经常发 

生有助于现存的规范获得新生；或者推动新规范的产生。在 

这种意义上说，政治冲突是一个调整规范适合新环境的机 

制。一个弹性的政治体系从冲突中受益，因为这种行为通过 

创新和改进规范保证了它在新条件下继续存在。这种重新 

调整规范的机制在一个僵化的政治体系里几乎是得不到的： 

后者由于压制冲突，从而也消除了一个有用的警报，因此把 

灾难性崩溃的危险增大到极限。 

并不是所有的政治体系都允许对抗的要求自由表达，政 

治体系对冲突的容忍或制度化有不同的程度。没有一个政 

治体系能允许每一种敌对要求或主张都立刻表达出来。当 

对抗所出自的政治关系仍保持完整无损时，政治体系提供了 

一 种引导不满和敌意的机制。这种机制通过安全阀制度经 

常地发生作用。这种制度提供转移敌对感情的替代物，同样 

也是发泄侵略性倾向的替代物。安全阀制度可以用来维护 

政治结构和政治主体的安全系统。这种制度一方面可以发 

泄积累的敌对情绪，另一方面，可以使统治者得到“政治信 

息”、体察民情、避免灾难性政治冲突的爆发，从而破坏整个 

政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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