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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2年底教育部批准的中国人民大学“211工程”科研项目之一“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其
中有一个子项目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目前的这套丛书即是这一科研项目的最终成果。
　　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学术领域。
所以言其新，是因大致上说来它成为理论界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在新世纪到来后的事情
。
学术发展学术流变反映着社会发展社会变迁，或者说同社会发展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世纪交替之际，中国共产党已经执政半个多世纪了，50多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算不上“长时段
”，然而对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却是值得重视和反思的一段历程，何况这段历程
中，出现过改变民族与国家历史发展方向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出现过惊心动魄令世人瞠目的重大
变革和戏剧性变化。
其间，既有凯歌行进、激情彭湃的欢乐乐章，也有极左泛滥、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的曲折，更有峰回路
转、经济腾飞的壮美与辉煌。
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在世界各国社会主义事业处于低谷中徘徊的背景下，特别是在苏联东欧发生巨变
的情况下，惟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绩斐然，为世人瞩目。
这一切不值得从执政的角度加以总结与反思吗？
回答自然是肯定的。
此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面临的国际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
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电子化、信息化、数字化的进程令人目不暇接，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环境安
全、信息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等等全新的问题摆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前，形成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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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目标设定和实际能达到的程度之间往往会存在距离，由于水平所限，我们的成果在多大程度上能
够实现或者接近设定的目标，只有等待专家和学者的评判与批评了。
这套丛书的总体设计和组稿工作由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的杨凤城教授、王顺生教
授、齐鹏飞教授负责。
借此机会，也特别向中共党史出版社的领导、审稿者和责任编辑致谢，感谢他们对书稿提出的宝贵修
改意见和对丛书出版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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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丛书序言自序绪论第一章 被展现的与未曾展现的“1978年"第一节 国家政治视野中的“1978年”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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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三十年后他者体验的“1978年”第三节 后人如何看待前者的历史结论：兼议研究“1978年”
的意义参考资料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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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30年代以后，以孔雪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为标志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以传统农
村共同体向现代农村社会进化的自然过程受到严重挫折为背景展开的：一方面，在国家政治结构受外
力强迫逐步向现代形式演进的同时，农村组织结构则出现了“倒流”（农民在受严酷剥削的同时更加
深刻地依附于土地）。
另一方面，国家经济被强行纳入帝国主义经济体系，而农村经济则依然深陷于传统的租赁关系，现代
社会意义上的交换与财产关系并未进入农村生活形态。
郑大华在他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一书中较为详尽地列举了导致农村经济“崩溃”的几点原因如“
帝国主义经济入侵”、“统治阶级的地租剥削”、“天灾人祸”等①，但是他并未分析当时农村内部
的现状，如农民之间的交换关系、财产与地租的关系等。
而这些因素实际上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农村自身的组织形态具有极大的意义。
　　本书认为，当时的中国农村实际上依然处于一种前现代社会的村落结构形态。
这种形态类似于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农村共同体。
从经济维度上看，“集市”在中国农村的经济交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纽带功能。
但是，通过“集市”交易所形成的并不是商品意义上的利益或交换，相反，它仅仅是一种基于满足日
常生活必需的较为原始的物物交换。
从政治维度上看，中国传统的农村是以村落为单位。
村落绝大部分以宗亲关系为基础，相互之间又存在地缘上的邻里关系。
这种以宗亲血缘、邻里关系为纽带的组织形态客观上就直接弱化了经济利益关系在生活过程中的重要
性。
同时，民国时期的乡级政权尽管在区划上下辖若干个村，并且通过保甲制度使农村的村落与宏观的政
治建立起联系，但是它极少对农村内部的经济关系进行干预。
于建嵘在他的《岳村政治》一书中也使用了“共同体”这个概念，但他显然并未关注“共同体”与“
社会”在经济关系性质上的区别，相反他实际上等同了这两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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