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010074849

10位ISBN编号：7010074844

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时间：人民出版社

作者：李华

页数：22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研究>>

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以后，制度建设日益成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党的执政建设的重要内容。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就作出了发人深省的论断，“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
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
稳定性和长期性。
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①。
制度的重要性在20世纪的世界东西方形成了广泛的共识。
较其之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和他的合作者罗伯斯·托马斯在他们的经济史研究
中曾得出一个结论：制度创新是“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史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制度建设（包括体制改革、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
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作为党内较为重视制度建设的领导人，邓小平很早的时候就敏锐地察觉到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的变
革与创新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他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相互关系出发，多次强调了
经济体制改革的单向推进存在的障碍和制约，提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指出，“
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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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基本建构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推翻资
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①，列宁也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
”②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原则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历经28年的奋斗，党终于在20世纪的中叶迎来了革命建国的胜利曙光。
革命成功后，中国共产党应该构建一个什么样的执政体制，如何构建好执政体制，是关系到中国政治
和社会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这种体制将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
，一种良性制度的选择将会深远地影响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
铺陈出执政体制变迁的历史过程，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执政体制的认识。
　　一、局部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建构　　考察l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的基本架构，首
先有必要考察并了解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的局部执政时期的体制探索，这些探索无疑为全国政
权的建立提供了直接的经验借鉴，也有利于了解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早期的演变和发展脉络。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认识到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重要性，但在幼年阶段的党对于在民主
革命时期要不要建立自己的政权，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一个明确的
认识。
直到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才开始建立政权的探索，l931年建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
政的政权——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从而也掀开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历史实践。
1931年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并通
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
选举细则》，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了人民委员会，并委任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
了一系列法律和决议案。
苏维埃政权从机构设置和法律、决议的颁布以及推行的方针政策方面主要借鉴了苏联模式和苏联经验
。
　　此后，中国共产党对政权建设的探索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轨迹，具体表现为，1935年瓦窑堡会议基
于对中日民族矛盾激化，国内矛盾也在发生变化的判断，提出建立“人民共和国”；l936年为“逼蒋
抗日”提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最后确认“民主共和国”是最适合的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
并在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下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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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研究》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切入，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的变迁和创新的历
程，制度环境变化对党的执政体制变迁的影响，新时期在制度环境变化下党的执政体制的改革与重构
，路径依赖与非正式制度对党的执政体制变迁的制约以及新世纪新阶段中共执政体制的创新等内容展
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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