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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收录的学术研究成果从1987年的《我国民主党派性质的历史考察》到2008年的《邓小平政治体制
改革思想的形成与演变探析》，时问跨度长达二十余年，基本上反映了笔者在上述三个专题上的研究
探索轨迹。
值得一提的是，1987年笔者发表在《争鸣》杂志上的《我国民主党派性质的历史考察》一文，发表后
随即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卷和中国政治卷分别全文转载，并引起学术界和民主党派的高度
关注，《群言》杂志和《团结报》都发表了署名文章与笔者商榷讨论，这些讨论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
中共中央1989年14号文件的出台。
该文件阐明了我国多党合作的一系列重要原则，明确将民主党派定性为“参政党”，并规定了民主党
派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的主要内容，成为加强和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
纲领性文件。
这篇文章直到2006年仍被一些学者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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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昱庆，现任成都大学副校长，教授，成都社科联副主席，四川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享受成
都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主要从事政治学和中国政治思想史、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教学与研究。
主编或参编专著、教材10余部，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或被人大报刊复印资
料全文转载。
先后主持或参与8项国家和省部级重点课题的研究。
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省教学成果一等奖3项和多项省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主要代表作有：专著《毛泽东思想方法论》（国家中华基金重点项目）；教材《政治学》（教育部部
颁教材）；专著《党的三代领导人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论
文《我国民主党派性质的历史考察》、《论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的协调发展》、《中国近代改革思想
散论》、《论政治环境》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治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书籍目录

第一编 政治学与政治地理学研究政治的内涵和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政治体制与国家机构政治民主与政治
稳定的协调发展政治环境与政治系统国情的空间结构与国策制定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内容与构架中国政
治地理思想概观第二编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改革思想散论戊戌变法的特点及其历史启
示谭嗣同政治思想研究孙中山监察思想述论孙中山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我国民主党派性质的历史考察附
录1：“中国的民主党派是不是政党”浅议附录2：也谈我国民主党派的性质问题第三编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研究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形成与演变邓小平的发展思想探析邓小平的系统思想简论邓
小平政治地理思想与西部开发的战略构想江泽民的民族宗教思想江泽民西部大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理论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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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不同
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对政治作了大量的论述，深刻揭示了政治的本质，阐明了政治的科学涵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观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阶级性是政治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一个阶级概念，阶级性是政治的本质属性。
在阶级社会中“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①，“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
政治和阶级、国家一样，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
人的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③。
也就是说，到了无阶级存在的共产主义社会，政治关系就不复存在。
到那时，即使政治这一概念仍然被沿用，也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政治”了。
2.政治根源于经济并反作用于经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与资产阶级学者从某些现象上表述政治不
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把政治与经济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深刻揭示了政治
的科学涵义。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④一切阶级和社会集团的政治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取得和维护自己的根本经济利益，从来没有离
开经济利益的政治活动。
这清楚地阐明了政治对经济的依存关系，即政治根源于物质的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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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笔者自1982年7月从西南师范大学政治系毕业留校任教以及1991年调入成都大学工作以来，先后主讲中
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政治学、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等多门课程。
其间科研工作也围绕这几个方面展开，先后主编或参编专著、教材10余部，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
篇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或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本书就是笔者关于政治学与政治地理学、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三个专题
的代表性研究成果的选编。
本书收录的学术研究成果从1987年的《我国民主党派性质的历史考察》到2008年的《邓小平政治体制
改革思想的形成与演变探析》，时问跨度长达二十余年，基本上反映了笔者在上述三个专题上的研究
探索轨迹。
值得一提的是，1987年笔者发表在《争鸣》杂志上的《我国民主党派性质的历史考察》一文，发表后
随即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卷和中国政治卷分别全文转载，并引起学术界和民主党派的高度
关注，《群言》杂志和《团结报》都发表了署名文章与笔者商榷讨论，这些讨论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
中共中央1989年14号文件的出台。
该文件阐明了我国多党合作的一系列重要原则，明确将民主党派定性为“参政党”，并规定了民主党
派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的主要内容，成为加强和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
纲领性文件。
这篇文章直到2006年仍被一些学者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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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治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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