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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部高校教材，也是一部优秀的科研专著。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是中国高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重要基础课。
同时，也是当前政治实践中提出的重大课题。
人所共知。
当前摆在全体中国人民面前的重大任务，就是建设小康社会。
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这个振兴中华、造福子孙的艰巨任务。
今天所以能够提上议事日程，原因就在于2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取得的丰硕成果。
同样，现在我们想要胜利完成这个既光荣又艰巨的重要任务。
也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
所谓“改革”。
最主要的是体制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等。
其中，政治体制改革。
是一系列体制改革中的重要环节。
　　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对现有的政治体制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分析
：这些体制产生的原因及过去施行时的正、反面的效果。
哪些在当时行之有效。
哪些在当时就欠稳妥：哪些今天仍然行之有效。
哪些今天时过境迁，必须改弦更张。
因此改革。
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
其成败关键在于是否有科学化的决策和实施方案。
体制改革，不能人云亦云，拍脑瓜定案。
例如精简机构。
为什么过去几十年形成压缩、膨胀。
再压缩、再膨胀这一恶性循环怪圈7原因就是缺乏深入的科学研究。
　　改革开放以前。
中国政治体制的主要特征，本书概括为：“全能主义、计划管理和中央集权”（见第一章第三节）。
总起来说，这些特征都已不适宜。
或不完全适宜于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因为历史上形成的特征。
自有其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今天，主、客观条件都变了，体制自然也不能不变。
然而前后比较。
究竟有哪些不同，在谈改革时也是首先要弄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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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是普通高等教育政治学类“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全书依据广义的政府与政治概念，在对政府学基本理论和当代中国宪政体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分别
阐述了政党组织、立法机关、国家主席、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政协机关、社会团体等政府与政治主
体，以及各个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还对当代中国的公共政策和政治文化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以
充分反映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政府改革与政治发展的实际进展。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在编写过程中，充分吸收了同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在内容、体例和观点上有
所创新。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可作为高等院校政治学、行政学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供相关专业选用和公
务员等读者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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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导论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即自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与政治。
研究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首先要回答什么是政府、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政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政府是指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在内的国家机关。
狭义的政府仅指国家行政机关。
我认为，政府还有一般意义的政府、作为国家机构的政府及作为非国家机构的政府之别，有阶级社会
的政府和无阶级社会的政府、原生型政府与次生型政府的涵义也是不同的。
作为管理机关的政府，实质上就是行使公共权力的主体或机构。
政治具有更广泛的涵义，它不仅包含国家权力，而且包含执行这种权力的机构和组织；它不仅是一个
社会过程，而且是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它不仅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而且是社会关系的公共权威
现象。
实际上，政治就是人类社会根据利益原则，运用公共权威调控和管理社会的行为和关系模式。
　　在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涵义更加宽泛。
政治包含政府，政府离不开政治，政府与政治的关系极为复杂。
政治的主体是政党，政治干预一切，覆盖所有领域；政府则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政府活动的范围相
对狭小，从而形成了严重的不平衡性。
因此，与其称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还不如叫做当代中国政治与政府更恰当。
这种状况是不能适应新千年新世纪的客观诉求的，因此，必须积极推进包括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
在内的系统的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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