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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出版，不仅充实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内容，而且能够帮助
人们从中国共产党这一民族凝聚核心的新的角度，去考察和研究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历程。
关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研究，学术界可以说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
但对与当代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华民族凝
聚力方面的研究，却显得不够。
要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关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作者都是勤奋的年轻人，他们利用读书期间的机会，尽
可能广泛地搜集相关资料，并在借鉴学术界已有的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大胆尝试，
深入钻研，终于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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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一、 民族与民族凝聚力／1二、 中华民族凝聚力及其功能／4三、 学术界对中华民族凝聚力及当
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研究现状及本课题研究思路／6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凝聚指导思想／10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团结与凝聚的理论／10（一）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11
（二） 民族平等是实现民族团结的基本前提／12（三） 坚持民族自主与自决原则／13二、 毛泽东思
想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强化／15（一） 作为观念文化的毛泽东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凝聚作用／17（二） 
作为新中国制度文化指导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整合作用／19（三） 作为民族独立与解放指
导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撑作用／20三、 邓小平理论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现代走向
／22（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找到了新的起点和动力／24（二） “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为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找到了新的支点／25（三） 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为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夯实了基础／27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
未来发展／29（一）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总结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历史经验
，抓住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凝聚点，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时代性／30（二） “始终代表中国
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指明了增强未来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方向和思想基础／31（三） “始终代表中国
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指明了增强未来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根本动力／33五、 科学发展观与当代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提升／34（一） 科学发展观是统领民族团结、 促进民族共同繁荣的新型发展模式
／35（二） “发展”是民族凝聚的基础／36（三） “以人为本”是民族凝聚的动力／37（四） “全面
协调”是民族凝聚的条件／39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中的核心地位／41一、 中国共
产党与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嬗变／42二、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新纪元／48（
一） 中华民族凝聚力有了新的领导和组织核心——中国共产党／48（二） 中华民族凝聚力有了新的主
体一广大人民群众／49（三） 中华民族凝聚力有了新的目标一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实现民族的繁荣
和富强／49（四） 中华民族凝聚力有了新的组织形式和机构——多党合作形式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50三、 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中的核心地位／52（一）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制度理论建
树与成果／53（二） 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和执政能力／55（三） 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本质和群众基础
／58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促进民族凝聚的方针政策／61一、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61（一） 坚持以民族平等团结作为实现中华民族凝聚的前提／62（二） 坚持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
为凝聚各民族的基本制度／67（三） 坚持以民族共同繁荣为目标增强民族亲和力／71二、 新时期中国
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及对民族凝聚力的影响／77（一） 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最大限度地团结
广大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78（二）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努力促进宗教与国家政治关
系的协调发展／79三、 中国共产党对爱国主义的弘扬、 培育和中华民族的凝聚／80（一） 将爱国主
义的弘扬与一定时期的历史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81（二） 对爱国主义规范与教化功能的发挥／82四
、 中国共产党关于祖国统一的方针政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84（一） 从“解放台湾”到“一纲四目”
的艰辛探索／84（二） “一国两制”理论为国家统一与民族凝聚找到了可行性道路／86（三） 《反分
裂国家法》是实现祖国统一与促进中华民族凝聚的法律基础／89五、 中国共产党对民族精神的弘扬和
培育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思想基础／90（一） 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性置于前所未有的高
度／92（二） 对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新途径的探索／94（三） 对民族精神多方面内容的弘扬和培育
／96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富强道路的探索与中华民族凝聚力／103一、 从新中国成立到中国共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对民众的发动与凝聚／103（一） 过渡时期的民众发动和凝聚／104（二） 十年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民众的热情与凝聚／114（三） “文化大革命”时期民众的发动与挫伤／117二、 改革开放新时
期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凝聚力／122（一） 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促进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现代
转型／122（二） 政治文明建设为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注入了新的活力／127（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是当代中华民族凝聚的主渠道／134三、 中国共产党对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凝聚力新特征的应
对／137（一） 中国共产党对全球化的积极应对避免了全球化对民族凝聚力的削弱／138（二） 中国共
产党的价值观对全球化分解民族凝聚力效应作出了积极回应／141（三） 当代民族主义对中华民族凝
聚力的影响／144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历史经验／152一、 始终坚持并不断强化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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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的民族凝聚组织核心地位／152（一） 中国共产党是凝聚民族力量，实现民族复兴的核心力量
／153（二） 继续强化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凝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157二、 围绕历史任务，制定正确方
略，最大限度地凝聚民族力量／161（一） 民族独立解放目标与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162（二） “
四化”目标、 “两步走’战略对中华民族的凝聚／164（三） “富强、 民主、 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目标和“三步走”战略与民众力量的凝暑乏／165（四）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对中华民
族的激励与凝聚作用／167（五）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强化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作用／175三、 遵循
“求同存异”原则，实行“两面旗帜”并举，组成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181（一） 求同存异的两
大联盟／181（二） 密不可分的两面旗帜／182四、 高度警惕和坚决打击各种形式的民族离散力／189
（一） 打击民族分裂势力，坚决维护祖国统一／189（二） 反对民族沙文主义，极力维护民族尊严
／193（三） 批判民族虚无主义，正确对待民族遗产／195结语伟大政党的领导、 强大民族的凝聚、 宏
伟目标的实现／200主要参考文献／204后记／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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