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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言
第一章 导论
一、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
（一）无产阶级专政与过渡时期
（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实质
（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
二、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及其政权组织形式的形成和发展阶段
（一）人民民主专政的恩想渊源
（二）人民民主专政的形成
（三）人民民主专政的发展阶段及其实质
（四）人民民主专政的特点和优点
（五）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及其发展阶段
三、政治体制及其历史分期
（一）“政治体制”概念的由来
（二）政治体制概念的含义
（三）作为政治体制核心的党政领导体制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史的分期
四、政治体制改革
（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含义和性质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内容
第二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的建立（1949年10月 1954年9月）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二）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阐明了即将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和基本任务等根本问
题
（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告中国人民大团结的实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二、建国初期国家政权机关的结构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
（一）中央人民政府和各大行政区省、市人民政府的组织结构
（二）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状况
三、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国家政权，为实现恢复国民经济和组织国内的社会改革运动而进行的斗争
（一）中国共产党为恢复国民经济和推动国内的社会改革及建设事业，制定路线 方针和政策
（二）国家各级政权机关组织全国人民为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国内社会改革及建设事业而艰苦的工作
四、结语
第三章 社会主义改造和新中国政治体制的确立（1954年9月―1956年9月）
一、开始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二）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权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确立
（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和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确立
三、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权机关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确立前后两年中的主要活动及其社会影响
（一）国家行政机关的主要工作及其社会影响
（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及其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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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进行的主要工作
四、结语
第四章 政治体制结构和职能的暂时调整（1956年9月―1957年7月）
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的新形势和主要任务
（一）国内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新变化
（二）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发展社会生产力
（三）国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任务，要求原有的政治体制结构和职能有相应的调整和转换
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八届二中全会对调整我国政治体制的影响
（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国家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二）党的八大对调整政治体制的积极影响
（三）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对调整政治体制的影响
三、党的八大后的一年中，党和国家在政治体制结构和职能的调整与转换方面所进行的主要工作
（一）党和国家一些领导人的论述
（二）这一年中政治体制结构和职能的调整与转换方面进行的主要工作
四、结语
第五章 政治体制调整和转换中的曲折发展（1957年7月―1966年6月）
一、这个时期党的指导方针上既有继承和发展党的八大路线的正确方面，又存在严重的失误方面
（一）在1957年上半年以前，毛泽东和他的战友继承和发展了党的八大的路线，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的思想
（二）党的工作的指导方针上的严重失误对国家生活的重大影响
二、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党的指导方针的正确与失误的交错实践中进行
（一）党和国家采取一系列的纠“左”措施
（二）党和国家实行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对国家生活的影响
三、国家的政治体制结构和职能在调整与转换中曲折发展
（一）党组织在国家生活中的主要活动
（二）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工作在国家生活中的运行的基本情况
（三）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在国家生活中运行的基本情况
（四）工会等组织和社会团体工作运行情况
四、结语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体制（1966年5月―1976年10月）
一、1966年5月―1969年4月，“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 全面夺权阶段的政治体制
（一）主要领导人个人高度集权，取代了中央的集体领导
（二）中央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实际的指挥机构
（三）原有的政治体制受到强烈的冲击和震撼，陷入了瘫痪 半瘫痪的境地
（四）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为宗旨的各种造反组织林立全国
（五）革命委员会把一元化的领导体制推向极端
（六）以阶级斗争为纲初步整顿，重建党的组、织
二、1969年5月―1973年8月，“林彪事件”期间的政治体制
（一）在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中遏制与清除林彪反党集团的势力
（二）国务院机构的调整变化和权力下放
（三）全面整党建党，再造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
（四）筹备四届人大的召开
（五）群众组织的初步整顿和恢复
三、1973年9月―1976年10月，与“四人帮”斗争时期的政治体制
（一）领导体制中的“人治”弊端日趋严重
（二）“四人帮”组阁失败
（三）四届人大召开与修改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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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邓小平整顿对政治体制的积极影响
（五）政治体制的诸种功能继续处于扭曲之中
四、结语
第七章 政治体制的逐步恢复（1976年10月―1978年11月）
一、粉碎和揭批“四人帮”及其各级领导班子的调整
（一）粉碎“四人帮”和上海“四人帮”余党的覆灭
（二）揭批“四人帮”和清查帮派体系
（三）在揭批查中党政工作机构的恢复和对领导班子的调整
二、反对“两个凡是”和政治体制的初步拨乱反正
（一）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遇到严重障碍
（二）反对“两个凡是”邓小平重返政坛
（三）中共十一大及其党章修改
（四）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及其宪法修改
三、局部平反冤假错案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初步恢复
（一）落实干部政策和开始平反冤假错案
（二）法制建设初步恢复
（三）人民政协和统一战线工作开始恢复
（四）工青妇恢复正常活动
四、结语
第八章 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恢复和改革的起步（1978年12月―1982年8月）
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对政治体制发展的影响
（一）提出“解放思想 开动脑筋 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二）历史性伟大转折的实现
（三）对政治体制发展的重大影响
二、全面拨乱反正与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恢复
（一）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完成，提出建设高度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重要目标之一
（二）党政领导机构和领导人的调整，国家机关进一步正常运转
（三）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及其社会关系的调整
（四）民主法制建设的恢复和加强，审判“两案”
（五）多党合作的恢复和统一战线的发展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和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纲领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初举措
（二）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纲领：邓小平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
（三）政治体制局部改革的几项措施
四、结语
第九章 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中的政治体制（1982年9月―1987年9月）
一、中共十二大及其对政治体制发展的影响
（一）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主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
（二）党章修改，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纲领
（三）中共十二大对政治体制发展的影响
二、新宪法的制定及其对国家体制的调整完善
（一）宪法修改 新宪法是历史新时期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二）宪法对国家领导体制的调整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规定
（三）宪法关于国家机构设置的规定对于调整领导体制的意义和新的国家机构的产生
三、在改革开放中进行政治体制的局部改革和加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
（一）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对政治体制作了局部改革
（二）全面整党，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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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取得进展
（一）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五、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在反思中提上日程及其总体设计
四、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推进机构改革
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监督制度
六、积极发展和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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