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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2009年度北京市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第2版)》主要围绕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鲜
明特点和优越性、怎样坚持和完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这一研究思路，分十章而撰写的。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第2版)》试图回答为什么必须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三
权分立”制度；为什么必须坚持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
两党制”和“多党制”；为什么必须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不能搞“联邦制”和“邦联制”
；为什么必须坚持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而不能搞西方国家的“地方自治”。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第2版)》写作目的是使广大读者了解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认识
坚持和完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性。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第2版)》可供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广大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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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聂月岩，1954年9月出生。
中共党员，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研究所所长，政法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负责
人，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带头人。
现任北京市政治学与行政学会常务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北
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党史党建学科专家评议组成员；教育部普通高中
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编写委员会特邀审读专家；中国政研会、中共中央宣传部政研所特聘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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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第一节 人民民主专政的建立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形成
　　二、人民民主专政的建立
　第二节 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和特点
　　一、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
　　二、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节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职能
　　一、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切实加强对敌专政
　　二、人民民主专政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靠保障
　第四节 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一、必须坚持工人阶级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
　　二、必须认真执行国家的两种职能
　　三、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巩固广泛的政治联盟
　　四、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
第二章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第一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
　　一、中国共产党对政权组织形式的探索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
　第二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最好组织形式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障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保证有效实行对敌专政
　第三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点和优越性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点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
　第四节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一、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方面的建设
　　二、“三权分立”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
第三章 社会主义民主选举制度
　第一节 社会主义民主选举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一、选举和选举制度的概念
　　二、社会主义民主选举制度的确立和发展
　第二节 社会主义民主选举制度的性质与作用
　　一、社会主义民主选举制度的性质
　　二、社会主义民主选举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第三节 社会主义民主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
　　一、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普遍原则与平等原则
　　二、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的原则
　　三、秘密投票原则和差额选举原则
　第四节 社会主义民主选举制度的运作程序
　　一、直接选举的程序
　　二、间接选举的程序
　　三、解放军选举人大代表的选举办法与程序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第一节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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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
　　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初步发展
　　三、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不断完善
　　⋯⋯
第五章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第六章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第七章 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第八章 社会主义民主监督制度
第九章 社会主义干部人事制度
第十章 “一国两制”制度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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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在社会阶级状况和阶级关系方面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首先，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掌握国家政权，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
其次，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少，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产业工人只有200万，但他们却是中国最先进的生
产力的代表，并且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具有坚强的革命性和战斗性
。
再次，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动力。
最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既有矛盾，又有联系，是一个既
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妥协的两面性的阶级。
在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阶级结构复杂的东方大国里，革命的道路怎么走？
革命胜利以后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
各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是怎样的？
这在当时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
实际，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课题。
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逐步明确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确立了新民主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战略步骤。
在政权建设问题上，逐步明确提出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思想。
1925年11月，毛泽东在他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中写道：中国革命就是要“实现
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②。
此后，毛泽东还在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1926年1月发表的《从国民党右派分离
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等文章中，进一步论述了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中
国革命的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
1926年9月，毛泽东更明确地提出，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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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第2版)》是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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