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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元的党(即指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政府-社会的结构关联是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
一个路径。
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深刻改造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建立起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党-政府-社
会的结构模式。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当代中国经历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三次模式转换，期间还包含人民公社和革命委员会这两种独特的亚制度形态。
其历史性转换，也带来党、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结构变迁。
党政社结构从相对分立到同构化，又从同构化到分野化的变迁过程，正是建立在模式衍化否定之否定
历史路径基础之上的，在同构化的过程中，又有两次亚结构的变迁，即人民公社的结构异化和革命委
员会的结构畸变。
这样就形成党政社结构的四次变迁：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党政社关系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演展通道，
同时面临一系列必须直面的现实境遇。
以中国共产党自身执政方式改革为关键，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为原则，党-政府-社
会之间良性关系建构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因素。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中国政治结构变迁>>

作者简介

王智，男，1972年生于安徽省肥东县，先后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和武汉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和法学博
士学位，现为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并任湖北省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基地副秘书长，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人民政协理论
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湖北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武汉市统一战线理论
研究会理事。
作为教者，自执教鞭至今先后教授过小学生、中学生、中职生、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及博士生；
作为研究者，现主要方向为中共党史，当代中国政党与政治，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意识，中国近
现代工业遗产与文化等。
近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30多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中
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等独著、合著或主编、参编
作品10种。
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湖北省社科基金课题等多项。
获湖北省人民政府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项，其他各级奖励2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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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中国政治结构变迁：以执政党为中心的政党-政府-社会》运用政治学和中共党史相结合的
研究方法，对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当代中国政党—政府—社会的结构关联与变迁，作了专门的、系
统的分析。
作者论文选题具有较强的开拓性，属于中共党史领域内尚显薄弱的前沿理论问题，选取的研究对象与
研究目标明确，对党，政、社的分析既有别于西方政治学的一般论述，又有别于国内传统的党史著述
的分析方法，拓宽了政治学和中共党史研究的范围和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者从政党，政府、社会的关系角度考察了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分析了党政社在建国后历史发
展的四个阶段呈现出来的不同关系，尤其是面对新阶段的政党—政府—社会关系的反思与前瞻，反映
了作者的独特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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