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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理论结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的理论提升。
刘吉发、陈怀平、殷峰编写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政治发展的内
在规律为理论主线，以“政治主体推进政治实践，政治实践生成政治文明”为谋篇轨迹，在全面梳理
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基础上，深刻分析了当代中国政治理论的精髓与内核，《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政治观》以全新的视角阐释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理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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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吉发，1960年生，陕西商洛人，博士，教授。
现任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西安市人大代表，兼任陕西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理事长、陕西
省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2004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陕西省教学名师。
　　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先后独立出版《政治学论纲》、《政治学新论》、《政治实践论》等著作4部，合作出版著作10余部，
在《政治学研究》等重要期刊发表论文80余篇，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20余项、陕西省“精品课程”1门
，荣获省部级奖励10余项。
　　陈怀平，1980年生，湖北利川人，土家族，博士，长安大学中国特色理论教研部主任。
长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领域和文化产业学的教学与研究。
先后在经济管理出版社、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合作出版《文化产业学导论》、《文化管理学》等著作5
部，主持省级社科基金课题4项。
先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人文杂志》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荣获省级科研奖励6
次。
　　殷峰，1979年生，陕西咸阳人，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为政治现代化与当代中国政治。
先后参与出版学术著作2部、参加省部级课题2项，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
价值及其实现路径》、《执政能力建设的权力维度分析》、《论现代社会政治稳定的法治诉求》等10
多篇学术论文，荣获省级科研奖励2次，主讲陕西省“精品课程”1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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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逻辑结构
　二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理论特质
　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历史意义
第一篇 政治主体篇
　第一章 政党观
　　一 党的性质：政党执政的政治根基
　　　(一)党的性质的科学内涵
　　　(二)党的性质的基本特征
　　　(三)党的性质的时代价值
　　二 党的路线：政党实践的行动指南
　　　(一)党的路线的基本内容
　　　(二)党的路线的主要特征
　　　(三)党的路线的社会地位
　　三 党的建设：政党完善的根本途径
　　　(一)党的建设的基本内容
　　　(二)党的建设的当代阐释
　　　(三)党的建设的现实意义
　第二章 国家观
　　一 国家主权：国家生存的核心利益
　　　(一)国家主权的基本特征
　　　(二)国家主权的时代价值
　　　(三)国家主权的维护路径
　　二 共赢共存：国家交往的基本准则
　　　(一)共赢共存的时代背景
　　　(二)共赢共存的理论表现
　　　(三)共赢共存的实现路径
　　三 和平崛起：国家发展的有效路径
　　　(一)和平崛起的科学内涵
　　　(二)和平崛起的时代特征
　　　(三)和平崛起的政治价值
　第三章 人民观
　　一 实践主体：社会价值来源于人民
　　　(一)社会价值是社会发展的基础　
　　　(二)人民是社会价值的创造主体
　　　(三)人民是社会价值的享有主体
　　二 占有主体：公共权力归属于人民
　　　(一)公共权力是社会运行的基础
　　　(二)人民是公共权力的形成之本
　　　(三)人民是公共权力的运行之基
　　三 受益主体：国家权力服务于人民
　　　(一)国家权力服务人民的现实前提
　　　(二)国家权力服务人民的理论基点
　　　(三)国家权力服务人民的实践表现
第二篇 政治实践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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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政治改革观
　　一 理论界说：政治改革的本质定位
　　　(一)政治改革的基本内涵
　　　(二)政治改革的历史背景
　　　(三)政治改革的时代意义
　　二 体制改革：政治改革的核心内容
　　　(一)体制改革的性质定位
　　　(二)体制改革的具体要求
　　　(三)体制改革的关涉领域
　　三 理性渐进：政治改革的基本思路
　　　(一)理性渐进的选择依据
　　　(二)理性渐进的基本原则
　　　(三)理性渐进的实践模式
　第五章 政治建设观
　　一 民主政治：政治建设的基本目标
　　　(一)民主政治的理论内涵
　　　(二)民主政治的时代意义
　　　(三)民主政治的实践途径
　　二 党的领导：政治建设的关键环节
　　　(一)党的领导的科学内涵
　　　(二)党的领导的现实意义
　　　(三)党的领导的强化路径
　　三 权力配置：政治建设的现实路径
　　　(一)科学分权
　　　(二)适度放权
　　　(三)有效控权
　第六章 政治发展观
　　一 科学发展：政治发展的时代坐标
　　　(一)政治发展的科学内涵
　　　(二)政治发展的科学本质
　　　(三)政治发展的科学路径
　　二 国家能力：政治发展的引导力量
　　　(一)国家能力的内涵解读
　　　(二)国家能力的基本构成
　　　(三)国家能力的建设策略
　　三 公民社会：政治发展的社会动力
　　　(一)公民社会的内涵分析
　　　(二)公民社会的政治意蕴
　　　(三)公民社会的现实建构
第三篇 政治文明篇
　第七章 理念文明观
　　一 人本政治：政治理念文明的逻辑归属
　　　(一)人本政治的学理定位
　　　(二)人本政治的思想流变
　　　(三)人本政治的时代意蕴
　　二 和谐政治：政治理念文明的时代特征
　　　(一)和谐政治的内涵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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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和谐政治的历史探索
　　　(三)和谐政治的路径选择
　　三 生态政治：政治理念文明的创新维度
　　　(一)生态政治的逻辑进路
　　　(二)生态政治的内涵解读
　　　(三)生态政治的实现路径
　第八章 制度文明观
　　一 人民主权：政治制度文明的历史主轴
　　　(一)人民主权的历史演进
　　　(二)人民主权的时代发展
　　　(三)人民主权的实现形式
　　二 现代法治：政治制度文明的时代架构
　　　(一)现代法治的内涵解读
　　　(二)现代法治的制度构成
　　　(三)法治建设的制度选择
　　三 政府监督：政治制度文明的运行核心
　　　(一)政府监督的制度价值
　　　(二)政府监督的制度内涵
　　　(三)政府监督的制度发展
　第九章 秩序文明观
　　一 政治稳定：政治秩序文明的逻辑前提
　　　(一)政治稳定的理论分析
　　　(二)政治稳定的现实考量
　　　(三)政治稳定的路径选择
　　二 现代公民：政治秩序文明的主体要求
　　　(一)现代公民的基本特征
　　　(二)现代公民的核心品质
　　　(三)公共精神的构成要素
　　三 社会资本：政治秩序文明的现实保障
　　　(一)社会资本的多维解析
　　　(二)社会资本的政治效能
　　　(三)社会资本的现实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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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同时参与力量汇集起来则可以形成一种巨大的社会态势，进而实现各种利益的均衡发展，从而保
证社会可持续的发展。
但是，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绝不仅是一个简单强调公民价值与个体权利的民主社会，而且还应是一
个积极倡导责任意识和规范意识的有序社会。
公民社会“允许个人及机构追求多样化的目标，但并不允许不择手段地追求这些目标”①。
　　因此，公民社会必然强调公民有序参与和制度化参与。
实践证明，公民社会如果缺乏公民个体的责任意识和规范意识，导致公民参与失范，则会直接影响公
民的个体权益和社会的整体利益。
可以说，鼓励公民焕发更多的责任意识和规范意识，已经成为公民时代精神变迁的重要标志。
要大力依靠法律及政策所形成的机制性力量，来塑造和提升民众的民主参与和有序参与的共同意识，
确保公民社会“生动活泼”且“安定有序”的发展态势。
　　第三，公民社会是“独立自主”和“合作互补”共举的社会。
一方面，公民社会论者大多同意，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只有保持这种独立性和自主性，公民社会的结构特征和价值要素才能得以实现和维持。
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来自国家的威胁是公民社会最大的生存障碍。
因而保证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必要距离，反对国家权力和政治力量的过分干预，维护自身的独立发展和
自主演进，就成为公民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随着政治生活和国家行为的日益规范有序，以及社会功能的日益完善和强大，在提供公共
产品和对集体需要作出反应方面，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可以相互补充，可以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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