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创新与�>>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创新与发展的现实逻辑>>

13位ISBN编号：9787509807620

10位ISBN编号：750980762X

出版时间：1970-1

出版时间：中共党史出版社

作者：王海军

页数：26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创新与�>>

内容概要

　　执政是理论和制度的统一，又是理念和方法的统一。
一个领导现代化建设事业并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离不开科学执政理论的指导。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与我们党执政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从本质上讲，它属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科学
体系。
执政实践没有止境，我们党对执政理论的探索也没有止境。
在当代中国，紧密结合执政实践深化对执政理论若干问题研究是创新与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执政理
论体系的应有之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创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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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课题研究的时代价值第二章 发展与创新科学的执政理念一、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发展与创新的现
实逻辑(一)执政理念的内涵(二)执政理念的基本特征(三)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发展与创新的现实动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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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对新的不断变化的执政实践的迫切需要(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内在要求(三)适应时代发展
趋势，实现中国共产党21世纪奋斗目标的必然选择(四)总结国际共运经验教训，加强党的现代化建设
的客观要求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中的重大方略(一)党的根本执政方略(二)党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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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执政基础的基本理论(一)执政基础的基本内涵9l(二)执政基础的构成要素二、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
的历史演进(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执政基础的萌芽和探索(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执政基
础的继续和发展(三)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基础的巩固和深化三、党巩固执政基础的基本经验(一)坚持
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不断指导执政实践(二)坚持执政为民，进一步密切党群关
系(三)加强党自身队伍特别是干部队伍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四)成功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拓展和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四、新时期党巩固执政基础的路径选择(一)拓展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实现民主政治
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二)巩固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以良好的绩效赢
得民心(三)增强党执政的思想文化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
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着力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五)扩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增强党的阶级基础
，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第五章 健全和改革党的执政体制一、执政体制的基本理论(一)执政体制的概念与
基本特征(二)执政体制与执政机制(三)执政体制与领导体制(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的执政体制
的思想与实践二、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的形成与历史演进(一)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执政体制的
初步探索(二)新中国建立初期执政体制基本形成(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的不断发展三
、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的基本架构(一)党政体制：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二)党群体制：执政党与
人民群众的关系(三)党际体制：执政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四)党内体制：党员与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四
、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建设的制度设计(一)健全和完善党自身的领导体制和各项制度(二)完善党对国
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体制⋯⋯第六章 改革与完善党的执政方式第七章 积极拓展和优化党的执政资源第
八章 科学认识和改善党的执政环境第九章 深入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把握执政规律参考
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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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全国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建设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民主革命时期党对执政理论的初
步探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执政理论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系列执政理论建设的思想。
　　一方面，要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来自党内和党外的监督。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地位的变化，容易使党的干部滋长各种不正之风，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
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一直强调执政党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
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反复告诫全党，民主革命的胜利“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
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
这就是困难”。
1956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强调，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
，就要接受监督。
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党的监督；二是群众的监督；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
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也指出，在我们的许多国家机关中，存在着官僚主义现象。
1963年5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的讲话中着重分析了官僚主义的20种表
现，指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我们决不能容许
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
　　另一方面，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建国后，毛泽东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对干部提出了加强学习、又红又专的要求。
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一系列会议上提出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措施，
并把这个问题看成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
　　此外，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他提出“惩前毖后、治
病救人”的方针，强调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创造了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
教育的整风形式。
他还强调要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和民主建设，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
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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