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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政党制度年鉴2008》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主编的一部专业性年鉴。
它全面、系统地记录和反映一年内执政党建设理论和实践研究、政党制度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参政
党建设理论和参政能力建设的基本情况。
鉴于目前国内关于执政党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十分丰富，它最基本的特色就是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政
党制度和参政党的研究和实践状况。
　　《中国政党制度年鉴2008》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力争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的理论研究动态、实践成果、政党和政党制度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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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观点摘要执政党研究执政党研究述评一、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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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执政理论研究六、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七、党内民主研究八、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
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学术著作评介和论文观点摘要一、学术著作评介二、论文观点摘
要参政党研究参政党研究述评一、“五一口号”发布60年和改革开放30年参政党发展的回顾与反思二
、参政党的地位、功能与职能三、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几个问题学术著作评介和论文观点摘要一、学
术著作评介二、论文观点摘要重要文献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十一届中央常
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在纪念中共中央发
布“五一口号”6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在民革全国对台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政治交接主题学习教育活
动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十一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省级组织领导班子后
备干部队伍建设的意见中国民主同盟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积极履行参政党职能为开创民盟工作新
局面努力奋斗——在民盟十届二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巩固民盟政治交接成果加强省级领导班子建设为
充分履行参政党职能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在民盟十届三次中常会暨民盟政治交接主题学习教育活动
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认真学习贯彻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实现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目标和任务而奋
斗——在民盟十届四次中常会上的讲话中国民主建国会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努力开创民建事业的新局
面——在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在民建全国政治交接学习教
育活动经验交流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五年工作规划纲要中国民主建国
会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民主促进会继往开来科学发展开创民进工作新局面——中国民主促进会第
十二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无懈无滞有思有行开创专委会工作新局面——在民进中央新一届专门
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民进中央关于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同志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新老
主要领导人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决定民进中央二○○八年工作要点民进中央关于在全会深入学习
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通知在民进十二届三次中常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民进中央中心学习组学习制度(修订案)民进中央领导下基层试行办法民进中央委
员会会议制度民进中央主席、常务副主席、副主席工作规则(试行)民进中央机关关于信访工作的规定(
试行)民进中央关于举办已故领导同志诞辰纪念活动实施办法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监督委员会工作条
例(试行)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十四届中央常务委员会2008年工作报告坚定信念夯实基础
沿着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阔步前进——农工党中央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动总结报告以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努力开创农工党宣传思想工作新局面——在农工党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主题报告在农工党
中央参政议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致公党在全党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在侨务工
作与改革开放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九三学社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全面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一九三学社第十二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认真总结经验继续深人开展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动
——在全社部分城市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动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在九三学社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
次全体会议上的闭幕讲话30年辉煌历史新起点——在九三学社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政党活动纪要政党人物学术会计 学术人物参政议政案例选政党活动大事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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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张瑞芳在《积极探索完善中国政党和谐运行机制》（《人民政协报》2008年11月17日）一文中认为，
改革开放30年，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和谐政党关系的基本框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思
想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核心力量和根本保障；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基本制
度。
对于一个成熟、完善的政党制度来说，仅有基本框架还是不够的，我们要积极探索政党关系和谐的新
机制、新方法，进一步促进我国和谐政党关系的健康发展。
（1）规范民主的政治协商机制。
第一，中国共产党要保障民主党派成员参与政治协商。
第二，参政党要建立提高参与协商能力的机制。
（2）务实高效的参政议政机制。
参政议政工作机制是参政党为履行参政议政职能而建立起来的能够协调、高效运转的内部联动机制。
建立务实高效的参政议政工作机制是民主党派提高参政议政工作水平的关键。
第一，完善参政议政领导机制。
第二，形成参政议政的组织联动机制。
第三，完善参政议政人才机制。
（3）全面有效的监督保障机制。
监督保障机制是指在保障民主监督的工作系统中合理的机构与可操作的制度有机结合所形成的规范化
、程序化的运作方式，主要由三方面内容构成：组织保障、制度保障和社会支持。
薛锋在《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和谐性》（《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一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和谐性主要体现在其党际关系的和谐性、各政党性质
的和谐性以及运行机制的和谐性上。
这一制度的和谐性，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我国政党制度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为：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度的和谐性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和谐性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稳固的政治基础。
再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和谐性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了稳定的环境。
蔡国雄在《“和合”文化与我国政党制度》（《北京日报》2008年12月19日）一文中认为，和谐社会
需要和谐的政党关系，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和谐政党关系的典范。
和谐社会，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讲，应该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
从政治学意义上讲，政党、公共权力（政府）与民众构成了现代民主社会的三大要素，其中政党又是
联结民众与公共权力的桥梁和纽带，是现代民主社会中最活跃、最关键的要素。
因此，社会和谐不仅包括政党和谐，其关键也在于政党和谐。
和谐社会需要协调的利益关系，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为协调各方利益提供了渠道和平台。
和谐社会需要共存、尊重、包容、共同发展的文化环境，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体现了“和而不同
”的传统文化精髓，为我们提供了求同存异、合力共赢的文化样本。
张红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下的“党际和谐”》（《前进论坛》2008年第9期）一文中认为，“党际和
谐”是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执政党与参政党关系的准确定位。
构建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和谐的党际关系，是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建设的主要途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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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政党制度年鉴2008》是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政党制度年鉴2008>>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