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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至4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江西苏维埃政权和延安边
区的体制，显示了政治制度的历史延伸性和承续性。
不过，任何制度的有效运行都要付出巨大初始成本，政治制度也不例外。
因此，要健全和完善我国政治制度，体现制度预设的初衷，发挥出越来越强大的制度优势，一方面需
要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另一方面应该有充分的信心！
　　本书是作者参加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浦兴祖教授国家重点课题《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史》的阶段性
研究成果之一。
该书要展现的是1977年到1982年这五年间我国政治制度恢复和变革的历史。
全书共分9个章节，主要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发展作了探索和研究，具体内容包括党的领导制度的历
史性变革、政府行政制度的改革探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一国两制”构想、基层民主的悄然兴起
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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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士光，1964年生，上海人。
文学学士、法学硕士，现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公共行政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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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导论》（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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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党的领导制度的历史性变革　　1976年10月，中国的政坛在毛泽东主席去世一个月后发
生了巨变。
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非常措施，逮捕了极“左”路线代表“江青集团”。
以1978年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阐述了党的领导制度要进入全面改革阶
段。
中共中央开始着力改革权力过分集中、党政分开、以党代政等问题。
1982年通过修改的宪法又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重大的调整。
　　俄罗斯学者费奥克蒂斯托夫认为，1976年10月以后“中共着手修订自己的理论观点，探索国家社
会经济、精神和政治发展的新途径；正是在这个阶段，形成了确保国家逐步摆脱危机局面和基本上顺
利实行新的社会经济政策的方针。
”他解释说：“中共的新方针，即后来称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第一节　集体领导制度的重新确立　　从“江青集团”倒台到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
认为是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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