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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时期民主党派参政能力建设》以中共十七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通过深
入透析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发展、特点、优势及功能，联系当前中国政党制度发展的实际和民
主党派自身建设的现状，力求全面、客观地阐述新时期民主党派参政能力建设的背景、意义、内涵、
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努力探索新时期提高民主党派参政能力和整体参政水平的行之有效的基本途径
、方法和对策，为把中国的民主党派建设成为面向21世纪的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一些理论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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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民主党派参政能力建设（代序）第一章 中国的政党制度与中国的参政
党一、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选择及其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地位与功能（一）中国政党制度选择的历史
进程（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三）当代中国多党合作制度
的显著功能二、中国政党制度中的民主党派（一）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再认识（二）中
国参政党的主要职能三、加强参政党能力建设，续写中国参政党历史的新篇章第二章 民主党派参政能
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一、民主党派参政能力建设的提出二、新时期民主党派参政能力建设的必要
性和紧迫性（一）民主党派加强参政能力是坚持和完善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客观要
求（二）民主党派加强参政能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增强中共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三）民主
党派加强参政能力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四）民主党派加强参政
能力是应对挑战、完成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的客观要求第三章 民主党派参政能力建设的主要内容和基
本要求一、提高政治把握能力（一）政治把握能力的主要内涵（二）提高政治把握能力的基本要求二
、提高参政议政能力（一）参政议政能力的主要内涵（二）提高参政议政能力的基本要求三、提高民
主监督能力（一）民主监督能力的内涵（二）提高民主监督能力的基本要求四、提高组织领导能力（
一）组织领导能力的主要内涵（二）提高组织领导能力的基本要求五、提高合作共事能力（一）合作
共事能力的主要内涵（二）提高合作共事能力的基本要求第四章 民主党派参政能力建设的现状分析一
、民主党派参政能力建设的历史发展二、新时期民主党派参政能力建设取得的主要成绩和基本经验（
一）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把握能力不断增强（二）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参政议政能力不断
增强（三）勤于问政，甘当诤友，民主监督能力不断增强（四）发扬民主，健全制度，组织领导能力
不断增强（五）同心同德、和衷共济，合作共事能力不断增强三、现阶段民主党派参政能力建设存在
的主要问题（一）参政能力建设的理论还不成熟（二）参政能力建设的实践基础还比较薄弱（三）参
政能力建设的机制还不健全（四）高素质的参政人才队伍还较缺乏，组织建设还有待加强第五章 加强
民主党派参政能力建设的基本途径和方法一、加强民主党派的思想建设（一）民主党派加强思想建设
的重要意义（二）民主党派加强思想建设的主要内容（三）民主党派加强思想建设的主要措施二、加
强民主党派的组织建设（一）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三）加强组织发展工作（
四）加强机关建设三、加强民主党派的作风建设（一）加强思想作风建设，不断提高政治理论素质（
二）加强工作作风建设，不断提高科学参政能力四、加强民主党派的制度建设（一）制度建设是民主
党派加强自身建设，切实履行参政党职能的重要保障（二）民主党派制度建设的特点（三）应当着重
抓好的几项制度建设第六章 优化参政环境完善参政运行机制一、参政党运行机制的一般理论（一）政
治运行机制的内涵（二）参政党运行机制的内涵（三）自身建设机制与参政议政机制的关系二、政治
环境与参政党运行机制建设（一）政治环境的含义（二）优化政治环境与健全参政运行机制的关系三
、政治体系内环境：政治体制对参政运行机制的影响（一）处理好与执政党的关系，完善政治协商运
行机制（二）处理好与政治系统中其他系统的关系。
完善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运行机制（三）处理好与社会利益群体的关系，完善利益表达运行机制四、
政治体系外环境：政治文化法律和社会环境对参政运行机制的影响（一）政治文化环境（二）政党法
律环境（三）公民社会环境第七章 开展政治交接教育活动加强参政党能力建设一、民主党派的优良传
统与时代使命（一）坚持爱国主义（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三）坚持求真务实，善于学习改造二
、民主党派政治交接教育活动的重要意义和现实必要性（一）政治交接是我国政党制度发展的重要因
素（二）政治交接是民主党派适应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三）政治交接是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有效栽
体（四）政治交接是民主党派提高履职能力的必要手段三、在政治交接中提高参政党能力必须把握的
几个方面（一）必须把握政治交接的深刻内涵（二）必须把握政治交接的基本原则（三）必须把握政
治交接的目标、任务、内容和要求（四）准确把握政治交接与参政党能力建设的内在联系四、在政治
交接实践中提升参政党能力（一）在政治交接中传承民主党派纲领、价值、优良传统和作风，夯实多
党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二）在政治交接中实现民主党派班子新老交替，夯实多党合作的组织基础（
三）在政治交接中推动民主党派的建设步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轨道，完善多党合作的制度和
机制五、在政治交接中加强参政党能力建设的前瞻与思考（一）正确处理参政党的政党意识与参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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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性的关系（二）正确处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三）正确处理政治交接工作的阶段性和长远性关系（
四）正确把握代表人士能力的培养与组织能力建设的关系（五）正确处理发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与保
持民主党派的特色的关系（六）正确把握执政能力和参政能力建设的关系（七）准确把握参政党参政
体制与运行机制的关系参考书目附录中国的政党制度中国各民主党派的概况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摘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2004修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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