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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研究“党的执政能力与政治文明”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建国头七年中共政治文明建
设的重要经验和教训、科学发展观与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向依法执政
转变是加强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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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    一、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政治文明建设的内涵及其关系  　二、本书的内容和结构　  三、研究
党的执政能力与政治文明建设的意义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与政治文明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观的
研究视角    一、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上的产物    二、马克思政治文明论述的视阈和提供的
理论资源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观    一、马克思的科学民主观    二、马克思的自由
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三、马克思的人权观：一切人都有平等的政治和社
会地位  第三节  无产阶级民主的理论原则    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二、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
主  第四节  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内民主”思想和制度设计    一、党内民主的内涵    二、党内民主的四
项基本原则    三、保障党内民主的机制第二章  继承我国传统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
执政能力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    一、传统文明：中国革命、建设与文化选择的重要基础    二、文化选
择：革命与建设成败的重要环节    第二节  和谐文化：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一、
“和”理念的意蕴    二、和谐、秩序与调和    三、“人和”与“天人合一”  第三节  小康社会：中国
共产党执政能力与中国传统政治    文化    一、小康：中国传统社会理想    二、小康社会：传统与现代  
第四节  和平发展：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与中国传统对外战略文化    一、“爱好和平”的民族天性    二
、和平发展之路    三、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第三章  国外共产主义政党执政的成败与政治文明  第一节  
布尔什维克党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基本原因    一、年革命前俄罗斯国情和民族传统文化    二、顺
应民意，关注民生：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三、苏维埃民主、党内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探索  第二节
 高度集权体制下民主和法制的破坏    一、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政治体制的异同    二、人民民主和党
内民主的削弱和破坏    三、个人专权与决策的严重失误    四、普遍的委任制、缺乏健全的监督制，官
僚特权阶层的形成    五、苏联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的利弊得失  第三节  苏共丧权：极端民主化和经济
滑坡    一、戈尔巴乔夫执政前，苏联面临着体制转型的历史任务    二、“民主化”、“多元化”与苏
共丧权    三、政治动荡中的经济危机，民众对苏共的失望  第四节  教条主义与东欧剧变    一、大清洗
运动为在东欧强制推行苏联模式开路    二、波、匈、捷改革的失败    三、阿、罗与苏联模式    四、南
斯拉夫“新的教条主义”与自治制度的失败  第五节  越、老、朝、古：在革新开放中维护和发展社会
主义    一、在体制革新和政策调整中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工作重心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坚
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三、扩大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提高政治生活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四、加强党
风廉政建设，纯洁党员和干部队伍第四章  国外政治文明及其借鉴  第一节  西方政治文明及其借鉴    一
、西方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二、西方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三、西方政治文明的借鉴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政党执政的启示    一、经济治理方面的启示    二、政治治理方面的启示第五章  改革开放前
中共政治文明建设的经验教训  第一节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局部执政的实践探索    一、创建红色政权的
经验和思想    二、三三制政权的执政实践和理念    三、政治协商、合作共事的实践与理念  第二节  建
国头七年中共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经验和教训    一、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最初转变和经验    二、执政
党的领导地位与集权体制的形成    三、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和政治文明建设  第三节  八大以后中共政
治文明建设的深刻教训    一、执政党建设问题的明确提出和宝贵经验：    二、十年“左”倾错误的发
展对政治文明建设的影响    三、“文化大革命”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倒退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政治文明建设  第一节  邓小平理论与政治文明建设    一、党的根本出发点和根本任务：    二、实行
对外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党和国家政治体制建设和改革  第二节  “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与政治文明建设    一、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二、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
进方向    三、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四、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
统一  第三节  科学发展观与政治文明建设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及基本内涵    二、科学发展观是对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发展观的突破    三、科学发展观实现了社会发展规律与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统一  
 四、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政治文明建设第七章  党的执政能力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第一节  党内
民主建设    一、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二、建立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体系  第二节  人民民主建设    一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二、人民民主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规定和内在要求   第三
节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    一、过度集权必然形成不受制约的权力    二、党组织支持人民
当家作主而不应代替人民当家作主    三、掌权者的政治命运必须由人民来操控    四、领导现代化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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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自身必须是一个现代化的政党  第四节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取向    一、由过度集权向适度
分权转变    二、由为民作主向由民作主转变    三、由单向制约向双向制约转变     四、由实行人治向厉
行法治转变第八章  党的执政能力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第一节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历程    一、社会主
义法制的初步建立    二、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    三、社会主义法制的恢复与发展  第二节  依法
执政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一、向依法执政转变是加强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    二、推进依法执政
的几点思考第九章  人权问题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第一节  唯物史观视阈中的人权问题    一、人权问题
的提出    二、马克思对人权的批判性考察    三、人权问题的唯物史观解读  第二节  现代人权理论与实
践的历史演进    一、现代人权理论与实践历史演进的新变化    二、现代人权理论与实践历史演进的特
点    三、现代人权理论与实践历史演进的启示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论和实践与人权问题    一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目标和长期任务    二、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共产党实现
执政使命的根本要求    三、科学发展观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进人权建设指明了方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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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与政治文明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文明发展大道上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思想也没有离开人类政治文明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长河，而是充分吸取了人类创造
的一切优秀政治文明成果。
本章主要从三个层面探讨马克思恩格斯政治文明观中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执政党建设具有重要
意义的思想。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观的研究视角　　一、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上的产物　
　1913年，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列宁集中研究了马克思及其学说，先后写了几篇论述马克思
主义的文章。
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列宁提出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
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
不少研究者以此为依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说”。
将马克思主义有三个典型的来源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只有三个来源，尤其是只谈这三个来源，而不把马
克思主义与世界文明的发展联系起来，这是对列宁原意的一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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