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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国
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奋斗的结果，是中国人民政治智慧的结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
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的一
项基本政治制度。
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中国政党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
的作用，显示出了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以其伟大的独创性、巨大的优越性展现在世人面前。
2005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的颁
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随着《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精神的深入
贯彻和落实，中国政党制度的优势必将得到更加充分地发挥，必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
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续写辉煌。
继往才能开来，全面、准确、及时记录和反映多党合作的实践成果、制度建设情况和理论研究动态，
是坚持和完善中国政党制度的需要，是充分发挥中国政党制度作用的需要，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的需要，更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需要。
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的研究相对滞后，至今尚没有一部详细记述多党合作理论
与实践的专业性年鉴，这同中国政党制度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极不相称。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高等政治学院，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的联合党校，是多党合作理论研究的重要基地。
因此，编写一部以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理论与实践发展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政党制度年鉴，就成为中央社
会主义学院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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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6中国政党制度年鉴》是以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2006年年度事物运动、发展状况为主要
内容的资料性工具书，具有资料权威，信息密集，反映及时，连续出版等特点，为人们提供了一年内
有关多党合作的全面、真实、系统的事实资料、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一直是我们政党制度研究中心
的一个宏愿。
编写方案确定后，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中央的大力支持与合作。
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历时半年多的时间，《中国政党制度年鉴？
2006》终于问世。
　　《2006中国政党制度年鉴》共分中国政党制度研究，执政党研究，参政党研究，政党活动纪要等
七大部分：中国政党制度研究，执政党研究，参政党研究，政党活动纪要，学术会议和学术人物，参
政议政案例选，附录（包括台湾政党制度情况、国外政党制度研究评述、政党和政党制度研究文献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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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国政党制度研究述评一、多党合作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二、多
党合作制度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三、多党合作制度与协商民主四、多党合作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与
现实合理性、特点与优势五、多党合作制度中的主体关系六、多党合作制度的功能七、政党制度法制
化问题八、完善多党合作制度的思路九、多党合作思想十、多党合作制度理论创新问题学术著作评介
和论文观点摘要一、学术著作评介二、论文观点摘要执政党研究执政党研究述评一、科学发展观与党
的建设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党的建设三、党的先进性建设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五、按照党
章要求加强党的建设六、党的执政规律、执政理论、执政方式七、党内民主建设八、党的思想、组织
、作风和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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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述评一、参政党建设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二、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三、提高
履行参政党职能的能力学术著作评介和论文观点摘要一、学术著作评介二、论文观点摘要政党活动纪
要学术会议 学术人物参政议政案例选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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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政党制度就是在同我国国体和政体的这种有机结合中，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
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显著特征，这个精辟的概括包含了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同西方资本主义政
党制度根本区别开来的三重关系。
第一，领导与接受领导、执政与参政关系。
在这个关系中，有领导权、执政权和参政权的区分，这是根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政党制度中执政党
与在野党、反对党区分的一个最重要、最鲜明的特征。
在我国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执政党，而且是领导党，其领导权恰恰就是其执政权正当性的
直接来源。
同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是通过执政权实现的，并拥有独享性的执政权，这决定着中国政党制度的性
质、功能和命运。
各民主党派作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参政党所拥有的政治权力（权利）是参政权，而不是执政权，
也不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权的分割或分享，这种参政权相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是一种从属性和
辅助性权力。
第二，合作协商关系。
由于我国政党制度中的各政党有共同的政治基础，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
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所以参政党参政的直接目的就是巩固和加强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在社会和国家政权中的各政党之间完全是也只能是合作共事的关系。
我国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只能是合作协商而非竞争的机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政党“在国家重
大问题上进行民主协商、科学决策，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完全
不一样的。
第三，互相监督关系，主要是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实行互相监督，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
式进行政治监督，而根本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中那种互相拆台式的“生死监督”。
民主党派对中共进行的监督是权利对权力的监督，不同于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和行政、司法监督，具
有自己的独特性。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完善的本质要求》（钟德涛、李俊《理论探讨》2006年第1期）。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6中国政党制度年鉴>>

编辑推荐

《2006中国政党制度年鉴》共分中国政党制度研究，执政党研究，参政党研究，政党活动纪要等七大
部分：中国政党制度研究，执政党研究，参政党研究，政党活动纪要，学术会议和学术人物，参政议
政案例选，附录(包括台湾政党制度情况、国外政党制度研究评述、政党和政党制度研究文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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