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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把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到实处，关键也在党。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化大调整之中，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决定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既十分重要又十分紧迫。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并提出了体现改革创新精神的
总要求和创新举措。
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准确把握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的远见卓识，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战略气魄。
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
的先进性，体现到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使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
要求，为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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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涉及诸多关系。
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关系。
党群关系的和谐状况，是整个社会和谐程度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也是党执政能力强弱的一项重要指标
。
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在密切党群关系上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当然也有过失误。
改革开放新时期，由于经济结构、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日益多样化，我国的
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出现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
本书在系统梳理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吸收借鉴了党的历史上以及国外政
党在密切党群关系方面的经验教训，从多个层面对新形势下如何密切党群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有较强的现实性和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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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监督两大功能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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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一脉相承　　马克思主义党群关系理论的新发展　　党群关系是执政党建设的基本命题
，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问题。
政党与社会各方的关系总是处在一个不断协调的过程中，社会发展中的利益调整，决定了一定范围内
的社会冲突或者社会矛盾是难免的。
这种矛盾在执政条件下，容易表现为一定范围内的党群关系的紧张与冲突。
因此，能否把党群关系解决好、维护好，历来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注的重要问题。
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党群关系思想
以新的内容，提出了密切党群关系的新途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群关系建设的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党群关系理论的确立和发展　　政党是阶级的组织，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
阶段的产物。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政党必须集中本阶级的力量，同时还应聚合本阶级以外的其他政治力量。
为此，政党在保持自身阶级性的同时，必须不断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并时刻保持与他们的密切联系
，这是政党取得事业成功的最基础、最核心要素。
对此，马克思主义政党领袖在其论著中做了精辟的论述。
这些论述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密切与群众的联系提供了重
要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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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党群关系研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吸收借鉴了党的历史上以及国外政党
在密切党群关系方面的经验教训，从多个层面对新形势下如何密切党群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有较强的现实性和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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