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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部人才培训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教材：中国当代政治制度（第2版）》是教育部人才
培养模式和开放教育试点教材，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杨凤春副教授担任主编。
本书全面介绍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涵盖历史和现实，从宪法制度入手，突出和强调宪法
至上、以法治国的理念，着重研究了政党制度（执政党和参政党）、人大代表大会制度、国家元首制
度、中央以及地方行政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审判和检察制度、军事制度、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干部－公务员制度等。
对一些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制度，如选举制度、基层自治与民主制度等也给予了
充分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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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凤春，1963年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研究员、电子政务研
究院常务副院长。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地方政府与政治、电子政务。
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当代中国地方政府专题研究、电子政务。
指导的硕士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是：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电子政务。
主要学术论著有：《中国政府概要》、《中国大陆政府与政治》（合著）、《消费者政治学》、《当
代中国政府》（副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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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结构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应当包
括：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宪法制度，政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元首制度，国家行政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司法制度，军事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选举制度，以及基层自治与民主制度等。
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它居于中国政治制度多层次结构中的内层，是中国最根
本的政治制度。
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
，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发展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
阶级专政形式。
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首先是国家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我国现阶段，人民指的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
祖国统一的爱国者。
全体人民当家作主，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享有各项民主权利。
这是人民民主专政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它表明我国实行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最真实的民主。
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还规定工人阶级是中国的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中国国家政权的阶级基础。
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建立了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我国最根本的政治制度，决定和制约着其他一切政治制度。
它体现在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其他具体政治制度之中，并且贯穿于这些制度的全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集中体现。
宪政的本质就是民主政治，人民直接或通过其代表制定宪法来确立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公民的政治
地位和权利、国家机构的设置等。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人们行为的基本规范，是其他法律、法规等赖以产生、存在、发展和变
更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
宪法规范是一种根本性的法律规范，它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宪法，在宪
法和法律范围内行事，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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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当代政治制度》（第二版）是许多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
王朝中教授主持课题组并启动、组织了本书的编写工作，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文法部徐长威主任、行政
管理学教研室赵菊强主任、古小华先生等在本书结构的制定、书稿的审订方面，给予了具体的指导；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务处课程建设管理科、津女士，对本书的编写及相关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本书成稿以后，承蒙由中共中央编译局刘庸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周孝正教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
杨百揆教授组成的专家评审委员会的具体评议和指导，他们的工作为本书增色不少。
本书的纲要结构由杨凤春制定。
具体写作分工如下：杨凤春撰写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
章、第十一章，中国林业大学林震博士撰写导论、第一章、第十四章，北京机械工业学院讲师杨诚虎
撰写第十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
全书由杨凤春修改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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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当代政治制度》为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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