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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制度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参政党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主体之一，因此，建设什么样的中国参政党
和怎样建设中国的参政党，越来越引起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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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瑞华，女，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
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
多年从事当代中国政治关系，政治制度与政治决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出版《中国参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编著）、《中国参政党运行机制》（合著），《新编中国统
一战线基本教程》（参撰）、《多党合作的历史与现实》（参撰），《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综述》（参
撰）、《多党合作纪实》（参编），《中国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专题资料汇编》（参编）等著作
与教材20余部。
多次主笔国家和北京市“九五”、“十五”、“十一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规划项目；多次主笔中共
中央统战部、农工党中央、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农工党北京市委委托的重点课题。
在省部级以上刊物公开发表论文70余篇。
研究成果多次获省部级以上科研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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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政党理论建设的发展趋势　　（一）世界各国政党政纲发展变化的显著特点　　不同类型的政
党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甚至是同一种类型的政党，也有对意识形态不同的理解。
有不同，就必然有矛盾和对抗，也就必然有渗透和碰撞。
纵观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政党理论建设的发展趋势最突出、最鲜明、最集中地表现为各政党对自己
所持有的意识形态的调整和变革，这可以通过各政党政纲的变化得到说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政党的纲领与世界形势一样，可以用“两极化”来描述。
那时的政党，不仅在纲领上各执一端，而且相互之间尖锐对立；不仅国与国之间的政党差异甚大，而
且在同一国家中，不同政党之间的纲领也尖锐对立。
君主立宪党鼓吹君主立宪主义，无政府主义者鼓吹无政府主义，极右派鼓吹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民主党鼓吹民主自由，社会党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招牌，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等等。
同时，各国政党在主观上也极力拉开纲领的距离，唯恐与其他政党混同，唯恐被认为是某个政党的追
随者。
在我国同样如此，农工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虽然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及革命的归宿上有着许多的
共识，但在30年代，两党之间却相互指责、批评，互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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