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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和谐社会之政治文明建设》正是选取了我国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政治文明建设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
理论研究，它立足于我国和谐社会建构的进程中，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阐释了政治文明建设的走向，
分析了当前政治文明建设的国际环境和现实状况，指出了政治文明建设的机遇和面临的挑战，从而揭
示了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和谐政治演进中的政治文明建设的逻辑归属。
以期为我国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
《和谐社会之政治文明建设》可供各专业的学生、教师和党政干部阅读和参考。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中国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构建和谐社会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小康社会的两大重要内容和两项重要条件。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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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静，1978年4月生，湖北钟祥人。
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政管学院讲师，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200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外语系，获文学学士学位；200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
方向为心理健康教育，获法学硕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教育学院，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获法学博士学位。

在攻读博士学位和工作的近五年内，在《高等教育研究》、《思想理论教育》、《思想教育研究》、
《探索》等刊物上发表文章20余篇；参编（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
论》、《德育功能论》、《大学生思想教育与管理比较研究》等。
先后参与和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热点问题研究”、全国“十
五”教育规划、教育部重点项目“德育功能发展研究”、广东省教育厅思想政治理论课课题“以中国
传统文化为载体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可行性问题研究”、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06年课题“警察
职业价值观研究”、广东省教育厅2009年思想政治教育重点课题“当代大学生道德观调查研究”等多
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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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政治腐败的主要特点　　北京市纪委课题组编写的《我国经济转型时期腐败滋生和蔓延的
特点、原因和对策》将新形势下腐败的特征归纳为：　　1.腐败行为主要存在于行政权力干预经济活
动的领域。
　　2.腐败行为集中在作为体制转换交汇点的国有企业。
　　3.腐败行为集中在监控系统的乏力部位。
　　4.腐败行为集中在人、财、物供求的关键环节。
　　5.官员和国有经济领域人员是被腐蚀的主要对象。
　　何增科从腐败构成要件对转型过程中政治腐败的发展演变呈现的特征进行了如下的归纳①：　
　1.个体腐败和群体腐败并存，群体腐败呈上升趋势。
　　2.腐败行为主体正在从基层向中层和高层领导干部蔓延。
　　3.腐败行为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一般经济管理部门扩散到了党政领导机关、组织人事部门、行
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等要害部门。
　　4.就腐败行为的动机来看，因公型腐败、徇私型腐败和逐利型腐败同时存在，其中逐利型腐败呈
恶性发展的趋势。
　　5.就腐败行为的制度性成因来看，传统型腐败、过渡型腐败和现代型腐败同时并存，其中以过渡
型腐败为主。
　　6.就腐败交易双方利益情况来看，互惠型腐败有演变为勒索型腐败的内在趋势。
　　7.就腐败行为的后果来看，轻微腐败和一般腐败大量地发生，普通腐败增长势头不减，重大腐败
犯罪或者说腐败大案要案呈现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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