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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世界政党政治的历史演进和发展趋势看，政党执政的方式，影响到执政的效果，体现出执政的水平
，维系着执政的成败。
而重视运用立法手段进行治国理政和依法执政，越来越成为当今政党政治时代大多数国家的共通性做
法和共识。
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政党特别是执政党与立法存在重要的政治和法律关系。
在政党对立法的作用方面，西方各国因国情和体制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性，但也有共同性，有一些经
验和共通性做法。
这些都值得参考和借鉴。
但是，中国是有自己特定国情、国体和政体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政治文化传统和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也从本质和形式上迥异于西方国家。
因此我们不能照搬西方民主政治模式及其政党执政的理论和经验，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的发展道路。
在合理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推陈出新、积极超越，在政党作用于立法和领导立法的制度机制
创新上奉献中华民族的智慧，为人类的政治文明建设作出东方文化及其实践的新贡献。
这是历史的责任、时代的呼唤，也是现实的需要、时代的挑战。
本书是在作者博士后研究报告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而成的，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成果，
是中国博士后基金二等资助金资助项目，还获得了上海市市级课题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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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围绕政党与立法问题，立足中国国情，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有所超越、有的放矢地以中国共产
党领导立法的理论与实践为重心展开研究。
    全书共分十章，分别对政党与立法的关系、政党对立法的作用，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立法的实践等
问题展开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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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政党与立法概述第一节 政党的定义、特征和职能一、政党的定义“政党”一词，最初源于拉
丁文Pars，之后又有英文的Party，法文的Parti，德文的Partei，西班牙文的Partido和俄文的等用词，其
字面意思原指社会的一部分，后通指一种社会政治组织。
西方学者对政党所下的定义五花八门，不尽统一。
以百科全书上的定义为例。
例子之一，《美国百科全书》对政党的界定是：“政党是由于人或团体为在某种政治制度内，通过控
制政府或影响政策以期行使政治权力而建立起来的组织。
”例子之二，《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政党是以夺取和行使政治权力为目的而建立的政治组织
。
”例子之三，《新哥伦比亚百科全书》的界定是：“政党是这样一种组织，它通常是通过选举它所提
出的候选人担任公职，以达到控制政府机构之目的。
”例子之四，《韦氏大词典》的解释是：“一群人以指导政府政策为目的而组成的团体”。
再以西方学者著作中的界定为例。
例一，有学者提出：“通常认为，政党是致力于获取政权和掌控政府的组织。
”例二，有学者主张：“现代意义的政党被认为是一种相对持久的社会组织。
这种组织以担任政府公职或执掌政府权力为目的。
”例三，有学者认为：“政党是这样一个组织，它以赢得公职选举的名义来执掌政府。
”例四，有学者指出：“政党是民主政治的核心”。
以上西方学者对政党的界定，侧重于从形式特征方面作出界定，有其合理成分，但并没有揭示出政党
的阶级本质特征。
有学者就此指出：“各国学者虽已为政党下过数十种定义，但都没有涉及政党的本质。
”而马克思主义政党观则揭示了政党的阶级性质，主张政党都有一定的阶级基础，政党是阶级斗争发
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政党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
例如，列宁曾深刻指出：“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问的斗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
势必变成政治斗争。
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
”根据这一原理，中国学者注重从本质特征上对政党作出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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