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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强调的是，在任何一种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背后，肯定隐藏着许多历史的、社会内部的原因，
会受到各种时代背景和客观因素的影响。
各国执政党的执政模式以及党政关系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各国政党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政治
传统、内在矛盾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等诸多历史因素所共同决定的。
    本书的研究重心虽然是当代中国执政党与立法、行政、司法的关系，但是在描述和分析现状之前，
大量运用了历史研究的方法来阐述和说明这些关系的产生、发展、变迁的过程、脉络、环节以及当时
的历史情景，以便帮助读者历史性、动态性地认识当代中国党政关系的发展，以及在此背景之下的中
国法治发展。
本书在各编的第二章，即“中国共产党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探索与实践”、“中国共产党与政府关
系的生成与演变”、“中国政党与司法关系之回顾与反思”等章，主要就是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对中
国共产党与立法、行政、司法关系形成的诸多历史环境、时代背景进行详细地回溯与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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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封丽霞，江西南昌人。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法学博士，法学理论教研室副主任。
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哲学一法信息学研究所、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曾被评为2004年度全国优秀青年岗位能手。

　  主要研究领域有法理学、立法学、西方法哲学、中西法律文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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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现代法治视域中的政党与国家关系第一编　政党与立法　第一章　西方执政党理念及其在立法
过程中的展开　　一、议会、政党与立法关系的一般性阐释　　二、西方“执政党”理念的区别及其
对立法模式的影响　    （一）熔权制——以英国为代表的政党与立法模式  　  （二）分权制一美国的
政党与立法模式    　（三）混合制——以法国为代表的政党与立法模式　　三、西方政党参与立法过
程的组织、形式与方法　    （一）政党作用于议会立法的主要方式    　（二）政党在立法程序中扮演
的重要角色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对党与人民代表大会关系的探索与实践　　一、革命党对党与人民
民主政权关系的探索（1921-1949）  　　　（一）根据地时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　    （二）革命
党对于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以及二者关系的认识　　二、执政党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实践    　（
一）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过渡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创建　    （二）1956年之后：党与人民代表大会
关系的畸形发展（1956-1978）　    （三）传统执政方式下党与人民代表大会关系的特点　　三、1978
年之后党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    　（一）20多年来关于党的执政方式的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　    （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建与发展  　  （三）建国以来执政党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经验教训
　　四、现代执政党条件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    　（一）执政党的角色转换：从“传统意义上
的执政党”到“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党”  　    （二）现代执政理念与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  　  （三）依
法执政条件下执政党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　第三章　执政党与人大立法关系的定位　　一、中国共
产党与人大立法关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执政党在人大中的地位及其确定方式  　　（二
）执政党在人大中的组织形式与活动方式　　  （三）执政党在人大立法程序中的作用  　　（四）执
政党与人大关系的特点　　二、西方政党与议会立法关系的特点与启示　⋯⋯第二编　政党与行政　
第四章　西方国家政府动作过程中的执政党与政府关系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与政府关系的生成与演
变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与政府关系的基本状况与实证分析第三编　政党与司法　第七章　政党与
司法：关联与距离　第八章　中国政党与司法关系之间顾与反思　第九章　当代中国政法治理方式的
变迁　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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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西方执政党理念及其在立法过程中的展开一、议会、政党与立法关系的一般性阐释政党对于
公共权力的控制首先是通过其对立法机关——议会的控制开始的，议会亦是政党控制社会和整个国家
权力体系的根本途径。
一般而言，议会是政党活动的主要场所，政党则是议会立法的核心。
甚至有种说法认为“议会是政党之母”，即近代议会制度和选举制度的兴起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出现
的原因——“南于选举权的扩大，议会中持相同政见的集团或派别，为了保证本集团或本派在竞选中
胜利，便建立起全国性的政党”。
在绝大部分西方国家，除了议会之外，其他公共权力机构、武装力量等均应实现形式上的“非党化”
，即不允许政党在其中开展政治活动，不允许公共权力的运作带有过于浓厚的政党色彩。
在一些国家，政党领袖在被当选为国家最高公职之后必须辞去党内职务，甚至要求退出其原属政党，
以表示超越党派而保持中立。
美国总统当选之后，便自称为“全民的总统”。
作为全国最高行政长官，他就不再是政党的最高领袖，其言行就要向全体选民负责，政党色彩也就趋
于淡化。
总统的职责要求他跨越党派界限以寻求国家的整体利益，即“总统的政治领导作用从直接控制其政党
转向间接取悦于公众”。
许多国家的法律还作出明文规定，法官一旦上任之后也不再允许其以某政党党员的身份参加公开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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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费正清曾说，“中国是不能仅仅用西方术语的转移来理解的，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灵。
它的政治必须从它内部的发生和发展去理解。
”言下之意，在理解和认识当代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权力关系以及中国法治发展的过程中，应恪守一个
基本原则，即“从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本身”，从中国社会的内部、历史发展的渊源和现实状况
等具体语境出发进行思考。
本书的研究即遵循了这样的逻辑和路径。
本书关于政党与立法、政党与行政、政党与司法三个方面关系的历史考察与实证分析表明，当代中国
执政党与国家政权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并非某种主观设计之产物，而是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等诸
多“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就决定了，对其的分析和解读，也不可能完全站在西方的立场和使用纯属西方的术语来进行。
因此，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把西方国家的党政关系当做是一种思考的背景，而并没有把任何一个国
家的“党政关系”或“党法关系”当做是具有普适意义的范式或模式，也并不是把什么西方的东西当
做衡量中国问题的尺度。
本书亦非从一种“应然”的价值取向出发来构建一种理想的党政关系模式，而是从“实然”的研究视
角，从现代法治的要求来阐述和评价当前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权力关系的具体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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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党、国家与法治:改革开放30年中国法治发展透视》亦非从一种“应然”的价值取向出发来构建一
种理想的党政关系模式，而是从“实然”的研究视角，从现代法治的要求来阐述和评价当前中国共产
党与国家权力关系的具体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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