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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认为，政党政治的核心内容是政党权利，政党政治过程即政党权利的实现过程。
政党权利的表现形式是政党之政，实践形态是政党之治。
政党政治就是由政党之政和政党之治引发的政党行为及其相应政治关系的总称。
政党政治理论层面上的真理性与实践层面上的科学性之有机统一，从根本上反映着人们对政党政治规
律的认识水平与遵循能力，体现着政党政治学科建设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党政治论>>

作者简介

　　王韶兴，1956年生，山东龙口人。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政党研究所所长，山东省政党理论研究
基地主任、首席专家。
兼任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科社学会常务副会长，山东省
统一战线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监察学会副会长。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
长期从事政党政治问题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政治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
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其中有6篇成果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3篇成果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重点转载，2篇成果获省级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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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政党政治：概念、特征及其理论体系
第一章 政党由来
 一、政党的含义
 二、政党的产生
 三、政党的发展
第二章 政党组织
 一、政党组织形态的形成与演化
 二、政党组织的基本结构
 三、体制内政党的组织机构
 四、政党成员与政党领袖
第三章 政党意识
 一、政党意识的内涵
 二、政党意识的特征
 三、政党意识形态的功能
 四、执政党意识的共性与个性
第四章 政党职能
 一、政党职能的界定
 二、政党职能的内容
 三、政党职能的本质与特征
第五章 政党权利
 一、政党权利的内涵
 二、政党权利与政党权力
 三、政党权利与政党义务
第六章 政党权力
 一、政党权力的要义
 二、政党权力的特征
 三、政党权力与政党权威、国家权力的关系
 四、政党权力的监督制约
第七章 政党制度
 一、政党制度的不同理解
 二、政党制度的内容结构和表现形式
 三、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演变
 四、政党制度的功能
第八章 政党建设
 一、政党建设的意义
 二、政党建设的目标
 三、政党建设的着力点
第九章 政党法治
 一、政党法治的价值
 二、政党法治的内涵
 三、政党法治的特征
第十章 政党文化
 一、政党文化的内涵
 二、政党文化的结构
 三、政党文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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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政党文化建设
第十一章 政党政治资源
 一、政党政治资源的含义
 二、政党政治资源的类型与特征
 三、政党政治资源开发利用的理论认识
 四、政党政治资源开发利用的个案分析
第十二章 政党政治关系之一：党内关系
 一、党内关系的内涵与特征
 二、认识党内关系的几个维度
 三、党内关系与政党政治运行
第十三章 政党政治关系之二：政党关系
 一、政党关系的内涵及成因
 二、当代西方政党关系模式
 三、当代中国政党关系模式
第十四章 政党政治关系之三：党政关系
 一、党政关系释义
 二、党政关系的产生
 三、党政关系的类型
 四、党政关系的运行
第十五章 政党政治关系之四：政党与社会的关系
 一、政党与社会关系的本质与地位
 二、政党与社会关系的主要类型
 三、政党社会基础的历史嬗变
 四、现代政党与公民社会建设
第十六章 政党政治关系之五：政党外交
 一、政党外交概念的由来
 二、政党外交的内涵
 三、政党外交的职能
 四、政党外交的原则
 五、政党外交的作用
结语　政党变革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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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上述情况一方面表明，欧美不仅是政党产生最早、政党政治最为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政党
问题研究开展得比较早、研究成果比较丰富的地区。
另一方面意味着，真正地开展有关政党政治理论问题的研究，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情，而把政党
政治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加以整体性思考和系统性研究，可以说是近期以来的事情。
在我国，学术界对政党政治问题的研究也是随着政党政治实践的发展而展开的。
新中国成立以前，出版过一些以译介为主的政党研究译著和政党研究著作，如周光龙的《政党论》（
北京内务编译处1919年）、刘文岛的《政党政治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杨公达的《政党概
论》（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年）、许正中的《政党之理论与运用》（上海大东书局1947年）等。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间，大陆学者关于政党及政党政治问题的研究，诚如中央党校王长
江教授所说：“由于观念、思路、研究方法都深受苏联模式和‘左’的思想的影响，我们对政党的研
究更多地局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研究，这之中又更多地局限于对党的建设历史经验的研究。
从性质上说，这种研究主要是一种工作性的研究。
”①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与自身建设的科学化问题摆到了人
们的面前。
对政党自身建设规律、政党执政规律以及政党政治发展规律的全面把握与深刻认识的乏力，使中国共
产党实现治国理政与自身建设的科学化的努力缺乏应有的理论保障，使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在中国的科
学发展缺乏应有的智力支持。
因此，深化政党理论认识，把握政党政治的发展规律，成为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在这种背景下，近些年来我国关注政党政治理论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多，诸如中央党校世界政党比较研
究中心、中央编译局政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政党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当代中国政党中心、山东
大学政党研究所以及上海政党研究中心、山东省政党理论研究基地等专门的研究机构也相继建立起来
。
研究重点由政党个案、国别政党的研究转向世界政党比较，由政党政治的个别理论研究转向对政党政
治发展规律的探讨，由政党政治的专题性研究转向政党政治学科建设的整体性思考。
就政党及政党政治的整体性问题，出版了一批或因构建了独特的理论框架，或因形成了新颖的理论观
点，或因提供了科学的思路方法，因而受到同行专家关注的学术著作。
对此，王长江教授称之为“政党研究正在步人一个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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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党政治论》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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