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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回首中国民主政治这60年来的发展之路，有着探索创立的艰辛、曲折，有着“十年动乱”严重挫
折，也有着在经历了徘徊和停滞之后的不断继承、完善和发展。
通过对中国政治民主化问题的研究和思考，《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论》回答了“为什么要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怎样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两个根本问题，希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论》能
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进一步深化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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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言第一章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前提第一节 理解民主：民主化的首要前提一、民主的本质二、
民主的形式三、民主“不是什么”四、民主的泛化第二节 遵循原则：民主化的基本前提一、“民主”
原则二、国情原则三、政党原则四、法治原则第三节 解放思想：民主化的必需前提一、摆脱经济发展
决定民主创建的教条认识二、消除政治改革会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不当顾虑三、纠正对西方文化与制
度的认识偏见四、改变轻视民主问题的现有态度第二章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动力第一节 民主价
值：民主化的内生力量一、民主的个人价值二、民主的社会价值三、民主的中国价值第二节 市场经济
：民主化的催生力量一、有助于民主主体的形成二、有助于民主意识的成长三、有助于民主原则的确
立四、有助于民主体制的创建五、有助于民主基础的奠定第三节 国家权力：民主化的发轫力量一、国
家权力的一般功能二、社会发展对国家权力的倚赖三、国家权力与政治民主化第四节 社会精英：民主
化的倡导力量一、社会精英的作用二、知识分子与民主发展三、中国政治民主化对知识分子的倚赖四
、政治精英与民主创建第三章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任务第一节 文化民主化一、政治文化的作用
二、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民主化的掣肘三、传统政治文化延存的原因分析四、创建民主的政治文化第
二节 主体民主化一、主体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二、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心理三、沦肌浃髓的传统国民
性格四、民主人：主体民主化的目标第三节 体制民主化一、我国的基本民主制度二、制度设计的不足
三、体制民主化的基本内容第四节 政党民主化一、政党民主化的含义与功能二、执政党内部生活的民
主化：发展党内民主三、执政党执政方式的法制化：依法治国四、参政党参政议政的民主化、法制化
五、政党间政治关系的民主化：优化党际关系第五节 生活民主化一、生活民主化的含义二、生活民主
化的意义三、生活民主化的表征第四章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途径第一节 学校教育：民主化的首
要途径一、学校教育途径的必然性二、学校教育的作用及其表现三、学校教育的具体措施四、家庭教
育和自我教育对民主化的作用第二节 大众传媒：民主化的重要途一、营造民主的文化氛围二、重塑公
民的政治行为三、增加政治参与的机会四、提供有力的舆论监督五、督促公共决策的完善六、维护法
律制度的威严第三节 民主实践：民主化的探索途径一、引导社会团体逐步实现独立自主二、逐步扩大
直接选举范围三、完善基层民主第四节 政治改革：民主化的必由途径一、健全和完善法律体系，树立
法律权威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三、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全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四、改革政治体
制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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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些后发国家民主政治也最终获得了成功。
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最初的民主制度构架最终获得了相应的民主文化的有力鼎撑。
如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后发国家的民主政治的实现无不如此。
日本自明治维新始就仿效西方初步架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到现今稳固而成熟的民主制度的最终
确立，与日本在效仿西方制度的同时“仿效欧美改革旧教育制度、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休戚相关。
它对日本民主制度的发展和最终确立“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韩国在脱离殖民统治后不久的1948年就迅速地建立起了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制的基本框架，但是直到20
世纪90年代初“民主政治文化在韩国终于脱胎成形”之时，民主制度才得以“根基坚固”。
而菲律宾获“亚洲第一民主国家”“东方的民主橱窗”之美誉，则完全得益于“美国人给菲律宾留下
的一整套的政治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
　　二、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民主化的掣肘　　这里的传统政治文化主要是指狭义上的中国传统政治
文化，即以道德中心主义为灵魂、以专制主义为核心、以民本主义为补充、以官僚主义等为表征的传
统意识形态，也可以称之为“大传统政治文化”（相对于传统政治心理这一层次的“小传统政治文化
”而言）。
虽然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在理论上的探讨一直分疏不断，但传统政治文化并没有创
造出民主政治却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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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