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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力”：舟山新区运行的新力 

黄建钢 

舟山新区怎么发展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方式和方法的问

题。而方式方法涉及的主要是用什么力和怎么用力的问题。

通过学习“协商民主”理论发现，一种称之为“协力”的力

在“新区”的发展中具有新的作用和效果。 

协力，一种政协的职能之力、功能之力、作用之力。它

是一种新力，也即社会第四力。至今，概念刚刚形成，但机

理还不完备，制度尚未成形。不仅是一个“协商”之力，还

是一种包含“协商”的整体之力，是“协商”行为的内在和

内涵之力。无论是组织还是委员，政协一定要充分认识、挖

掘、组织和发挥协力。但理解协力是发挥协力的前提，构建

协力是发挥协力的基础。这种能力和权力在现在中国社会里

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还很幼稚、薄弱和脆弱。但随

着协商民主的推进，对这种能力和权力的需求会越来越大。

这种能力和权利也会越来越成熟，其发力的程度也会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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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1、“协力”：一种权力 

从传统概念看，人们一般比较注重民主力。民主也是一

种能力。更早以前是一种君主力。君主不仅是一个地位概念，

还是一个机理概念，更是一种力量概念——一种由君作主的

力量。民主力是一种由民做主的力量。现在发现了一种第四

力。这种第四力至今还在被人忽略之中。现实中，虽然政协

组织早已有之，但一般都不太关注这种力。应该把协商力放

在政治力的结构和运行中来考虑、设计和构建。其中，党委

是领导力，政府是责任力，人大是监督力，政协是协商力。

在政治权力的运行结构中，协商力集中体现和表现了一种多

力运行和平行四边形对角线合力的结果。 

从力的作用点、作用方和作用度看，第四力即协力的形

成很重要。第一力是君主力，是一种封建社会的统治力，是

自上而下的，属于古代的社会力。第二力是民主力，是资本

主义时期的，是自下而上的，是一种造反和革命的力，属于

近代的社会力。第三力是监督力，在二战后的社会里盛行，

是又一个自上而下的斜行力，属于现代的社会力。第四力是

协商力，是介于第一力、第二力和第三力之间的那个力，是

一种平等力、平行力、平面力、平衡力，属于后现代的社会

力。 

2、“协力”：一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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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协力还可以做结构上的解析。它是包含协作力、协助

力、协调力、协商力、协同力等力量组合而成的一种力。要

仔细辨析这些协力之间的联系和不同。要深入理解一下协商

的内涵。“商”不仅是一个“可商量”的余地概念，还是一个

“可妥协”的数量概念，更是一个“好商量”的态度概念。

凡是在“可商量”的范围和过程中，都有一个平等的理念、

机理和状态。这形成了一个协力的整体状态、效果和效应。 

协力是一种不同于领导力、政府力和人大力的社会力。

领导力属于一种火力。所谓领导，就是一个做事要做在前头，

干事要干在实处的力量。领导要像一团火那样，走到那里就

烧到那里，要融化到那里。政府力实际是一种刀力。它主要

是对自己要干的事要有责任和担当，而不是仅仅裹挟别人来

做事。它需要用拍板和裁定的决定方法来推行它的意图和行

使它的责任和担当。它需要一种大刀阔斧、甩开膀子的架势。

但协力是一种柔力。柔力就是一种水力。我们在相当长一个

时期里一直都在忽略这种水力。但中国传统文化又很注重和

提倡这种水力，如“上善若水”的说法。水很柔，柔到一个

“刀斩不断，火烧不尽”的地步。因为柔，所以水的适应性

就特别强。水流到那里，就会根据那里的地形和地势发生变

化。水又无孔不入，渗透力很强。可以渗透到人们心理层面。 

3、“协力”：一种机理 

协力不仅是一种因素，又是一种机理，还是一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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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一种力量。学术上看，机理和机制是不同的。人们讲“机

制”其实是在讲“机理”。但真正的机制是一个让事物停止下

来的机理，如汽车中的刹车机理就是机制。机理中有两种情

况：一种是机制式的机理，另一种是机动式的机理。如果仅

用“机制”代替“机理”，就会形成一个“重制止”但“轻驱

动”的状态。“同心协力”得出，要“协力”必须“同心”。

但“同心”不如“和心”好。因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

我们在“同”之前已经走过了一个“统”的时期，如“统一

战线”和“统一认识”等等。 

政协的功能主要是，怎么把这种协力组织、发挥和发展

出来？发得不足，使得政协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状态和地位。

发得过分，就会影响党的领导力、政府的责任力和人大监督

力的发挥和发展。它既不能越位，又不能不作为。既要反对

乱为，又要反对无为。现实中，很多乱为现象都是由无为造

成的。由此看，协力的发挥将有利于领导力和行政力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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