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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青年学术丛书·政治：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制的组织形态与运作机制研究》从制度发生学的视
角深入发掘委员会制的生成与运用，初步界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委制的内涵，系统梳理了在革命、建设
和改革开放三重背景下地方党委制的发展历程与演进逻辑，运用结构一功能主义方法分析了地方党委
制的组织形态、内在价值与运作机理，深入剖析了制约地方党委制有效运行的体制壁垒与机制障碍，
是为推进党委会领导制度科学化、优化地方政治生态而进行的一项有益探索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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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邹庆国，男，山东茌平人，法学博士，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政治学博
士后。
主要从事执政党建设基本问题、地方党委领导制度建设、基层党组织功能变迁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近年来，先后出版专著（二人合作）两部，发表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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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导论一、选题的提出一、研究现状评述二、研究范围和基本思路第一章 委员会制和党委制的基本理
论分析一、委员会制的历史渊源及理论发展（一）委员会制的萌芽：前国家社会时期的原始民主机制
（二）委员会制的初步定型：以古代雅典为例（三）中世纪欧洲城市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与委员会制的
完善（四）巴黎公社：委员会制在无产阶级民主政权建设中的最初尝试（五）委员会制在近现代西方
资本主义政治实践中的完备形态二、委员会制的概念和价值分析（一）委员会制的概念（二）委员会
制的价值分析三、委员会制与现代政党四、委员会制是工人阶级政党的基本领导方式和组织形式五、
中国共产党党委制的基本内涵（一）党委制的概念界定 （二）党委制是一种集体领导体制（三）党委
制在组织结构上是“充分民主的中央集权制（四）党委制是与国家政治体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五）
党委制是有效履行领导功能的一种组织形式和运作机制（六）党委制的适用范围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地
方党委制的组织形态和基本功能一、现代管理学与政治社会学视阈中的组织形态（一）组织形态的含
义与评价标准（二）科层官僚制理论的启示（三）防止组织内的“寡头统治”倾向二、中国共产党地
方党委制组织形态的主体框架（一）纵向结构（二）横向结构（三）内部结构（四）中国共产党地方
党委制组织形态的主要特点三、地方党委制运行中需要正确把握的几个重要关系（一）集权与分权（
二）上级与下级（三）集体与个人（四）规模与效率（五）少数与多数（六）监督与制衡四、中国共
产党地方党委制的基本功能（一）政策供给（二）组织与协调（三）监督制约（四）行为约束（五）
社会动员（六）人才选拔与培养（七）党内沟通⋯⋯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制的历史考察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制的现实评析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制的改革与创新结束语主要参考文献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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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计划经济体制对集权的内在需求与革命逻辑的不适当演绎　　刘少奇指出：“党的组织形
式与工作方法，是依据党所处的内外环境和党的政治任务来决定的，必须具有一定限度的灵活性。
如果环境变更，工作条件改变，党提出了新的政治任务，那末，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也必须有
所改变；否则，旧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就要障碍我们党的工作内容的发展与政治任务的执行。
”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表明，党的自身建设并没有很好地回应
环境和任务的变化，反而使战争年代这一特殊时期遗留的一些体制弊端在新的环境下得到了不恰当的
演绎与放大。
　　从宏观背景来看，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党领导了追剿国民党残余势力、镇压反革
命分子、“三反”、“五反”运动，以及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浓厚革命色彩的运动。
这些运动从客观环境还是在主观认识上，都极大地影响了党从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
变，革命逻辑得到不恰当的演绎。
这样，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党委制的内在民主诉求就不可避免地缺乏相应的体制机制上的回应与支撑
，战争时期的高度集权模式得到了延续甚至新的发展。
　　同时，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清楚，在基本政治、经
济制度的安排上很大程度上是对苏联模式的模仿与复制。
计划经济体制对集中的内在需求以及革命逻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不适当演绎，导致国家吞噬社会，现
实中的政治制度只是而且只能是被形式地运作，实质上却是以政党的组织运作来代替国家制度的运作
。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形态中权力结构的三个要素之间呈现出如下基本关系：党领导国家，国家主导社会
，党通过国家或自身组织主导社会。
在这样的格局下，只要党加强控制，就能迅速积聚权力，从而拥有绝对的权力。
这种关系，为权力高度集中提供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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