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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基础理论问题研究》讲述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生成发展于执政系统的运行
过程之中。
执政党组织、国家政权组织和社会组织是执政系统中的三个基本要素。
执政系统的运行是执政系统诸要素在执政方略的导向下，在一定的体制框架中通过一定的互动机制来
实现的。
政党能力、政府能力和社会能力是执政能力的三个本源性要素，执政方略、执政体制和执政机制是执
政能力的生成性要素。
本源性因素是执政能力的潜在来源，生成性因素是执政能力的实现形式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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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执政党的组织动员还包括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组织和调动。
政党是作为社会各阶级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工具而产生的。
“政党把公民组织起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公民通过政党，监督政府的运作。
代议制民主使政党成为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的代表，充当着代议制民主的主角。
”①因此，作为社会各阶级参与政治生活的工具，组织动员包括本阶级在内的社会政治力量实现政党
价值目标，既是政党的本性，也是政党的天职，因而是政党首要的和基本的职能。
②对于执政党来说，除了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以外，最大限度地组织和协调国家机关的活
动使之达到目标一致、相互配合和支持，也是组织动员的重要内容。
具有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的能力，是获得执政合法性的关键，因为“不论在什么条件下
，政党只有有效动员了社会，才能赢得政权，才能达到执政的目标”。
③具有最大限度地协调和组织国家政权机关的活动的能力，是提高执政有效性的关键。
因此，执政党的组织动员能力既关系到执政的合法性，同时又关系到执政的有效性。
　　2.价值导向能力　　每一个社会都有其赖以支撑的价值信仰体系和道德行为规范体系。
在政党政治时代，执政党承担着为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提供核心价值信仰体系的职能。
为全社会建立一个科学的、具有正确导向的、被全社会所高度认同的价值信仰体系和道德行为规范体
系，用共同的价值信仰体系整合全社会的思想，用共同的道德行为规范规制全社会成员的行为、稳定
社会秩序，是执政党义不容辞的责任。
执政党在国家政权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执政党的价值信仰体系就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核心价值信仰体
系。
执政党价值信仰体系的科学性及其导向的正确性，以及在此基础上获得社会认同的程度是决定国家政
治和社会生活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提供被社会广泛认同的核心价值信仰体系，就是所谓的“思想领导”的核心内容。
无论对国家政权还是对社会来说，执政党“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
①执政党价值信仰体系为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提供思想主导、精神动力、目标指向和行为规范
，以及判断社会行为荣辱对错的价值标准，是主导社会风气和社会成员行为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从功能上说，执政党价值信仰体系的科学性及其导向的正确性，决定国家政权运作的方向，决
定国家政治生活的目标，决定社会成员的精神风貌、价值判断标准和行为取向，直接影响到民族国家
的前途命运。
科学性取决于执政党的价值信仰体系符合本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规律的程度，导向的正确性取决于党
的价值信仰体系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方向、与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体价值取向相一致的程度。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
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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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基础理论问题研究》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系统结构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决
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生成和发展的可能性空间。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系统结构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成正相关，而执政系统结构的科学性和合理
性与执政系统结构符合政党、国家和社会三者之间应然关系的程度成正相关。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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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