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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外执政能力比较研究》治国安邦，巩固执政地位，几乎是所有的执政党都在追求的目标，然而要
真正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客观上要求执政党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但要保住长期执政，就必须随着执政环境和执
政条件的变化而相应增强自身的执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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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执政理论是不断发展的　　我们党提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并认为对执政党来说，最重要
、最根本的建设是执政能力建设，执政能力是党保持执政活力的基础。
这是由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长期执政的客观实际所决定的，是由我们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
核心的历史地位所决定的，是由我们党所担负的繁重的执政任务所决定的，是由我们党所面临的国际
国内的严峻挑战所决定的。
　　经过80多年的发展，我们党所处的地位、环境和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从领导人民
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
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
党。
这两个根本性转变，既为党的建设带来良好的机遇，也对党提出了崭新的课题和严峻的挑战，要求党
切实提高执政能力来做出积极的应对。
　　作为执政党，我们党执政后的全部活动主要是围绕着执政展开的。
无论是治党治国治军，还是改革发展稳定，或是内政外交国防，都要求我们党必须不断发展、创新执
政理论，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因此，我们党把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列为新时期党的建设两
大历史性课题之一，把始终做到“三个代表”作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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