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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出现了数百个政党和组织，政党体制初步形成。
俄国政党体制受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特点的影响，具有自身的特色。
从各党派的意识形态、力量对比、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地位、组织情况、成立的时间和顺序等
方面可以认识俄国政党体制的特点。
俄国政党体制的特点是决定俄国1917年现代化进程中断的重要原因之一。
《俄国政党史：权力金字塔的形成》只是试图从一个侧面考察这种体制的形成。
旨在对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俄国政党史>>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李永全，1955年生，
辽宁海城人，历史学博士，
1975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外语
系，1990年毕业于莫斯科大
学历史系。
多年从事马列主
义经典著作译校工作以及苏
联史、俄国当代问题和有关
国际问题的研究。
现为中共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
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俄国政党史>>

书籍目录

再版序言前言上篇 俄国政党制度的形成第一章 俄国政党产生的历史条件一、政党的概念和西方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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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命运六、俄共（布）第二个党纲第八章 新经济政策时期：经济民主与政治集中的探索一、新形势下
布尔什维克与各党派的关系二、俄共（布）十大与新经济政策三、《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及其影响
四、无政府主义者的命运第九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社会中的地位一、布尔什维克一党制的确立二、执政
党与国家政权三、党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四、党同人民的关系第十章 共产党与苏联体制一、共产党
的组织政治活动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三、关于党内民主四、谁来监督执政党五、列宁遗嘱六、斯
大林体制的形成结束语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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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俄国政党产生的历史条件　　一、政党的概念和西方政党的产生　　“党”这一概念源于
拉丁文pars一词，原来的含义为“一部分”，后来表示由共同的思想和利益联合起来的人们的有组织
的团体。
政党是政治性质的组织，代表某个社会阶级或社会阶层的利益，联合这些阶级或阶层中最积极的代表
人物去实现既定目标。
政党是社会中阶级或阶层积极分子的正式组织，多数情况下以进行政治斗争和夺取政权为目的；政党
通常具有自己的纲领、章程和其他纲领性文件。
纲领阐述政党的目标和任务，达到目的的手段和方法；章程阐述党的结构、地方组织、中央领导机关
和出版机关、党员的权利和义务。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政党”概念和定义问题上，最重要的是阶级原则，即每个政党都应该具有一
定的社会基础，代表某个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
虽然现在有些政党宣布自己是非阶级的，具有全民性质、全人类性质，但是实际上它们仍然代表某一
社会阶层和集团的利益。
　　政党这种政治组织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政党的产生需要有相应的客观和主观条件。
最重要的客观条件是具备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在前资本主义的封建社会时期，没有政党存在。
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强化专制君主制度，不仅剥夺被统治阶级的结社自由，也不允许本阶级的成员享有
结社的权利。
政党通常是在人类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资本主义产生和确立的时代产生的。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是雇佣劳动制。
为建立和发展这种制度，资产阶级要求有平等地剥削劳动力的权利，即所谓的“自由”、“平等”。
这就要求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教神权制度，实行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制。
这种保证剥削者享有民主的制度，不仅表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等机构采取普选的形式，还表现在
资产阶级内部各个阶层和集团都有政党组织，通过议会等机构参加国家管理，维护自身利益。
最重要的主观条件是社会上的先进分子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理想。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阶级（阶层、集团）的要求，往往并不是由他们的直接代表首先意识到的，而是
由其他阶级（阶层、集团）的代表，由那些同自己的出身决裂的有教养的人首先意识到的。
这就是知识分子。
在大多数情况下，正是他们成了党的组织者和领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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