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政治建设与发展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政治建设与发展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300108452

10位ISBN编号：7300108458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石亚军 主编

页数：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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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治建设与发展研究>>

前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突出成就和宝贵经验，
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努力开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新局面，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经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几十年的共同努力，高校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在教育改革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巩固了马克
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发挥了“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造就了一支宏大的理论研究队伍，初步
形成了一套科学管理体制机制。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当之无愧的主力军，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
特别是近年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教书育人又潜心治学，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
设工程，努力构建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
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繁荣启示我们：一是必须始终坚持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去，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决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
这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二是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创新，大力推动学科体系建设，不断推进学术观点和科研方法的创新，努力在
学科建设、教材建设、教育教学等各个环节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这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不竭源泉。
三是必须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立足国情、
面向世界，以深入研究和解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切实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出
的一系列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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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三个部分，上篇为历史回顾，按历史考证的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改革与建设经历的
五个发展时期和七个主要领域进行了系统的叙述，对政治改革与建设的基本成效、存在的问题、主要
特点、基本经验等作出了总体评价和概括；中篇为理论探讨，按理论分析的方法，围绕政治改革与建
设的几个专题，对各种学术争论进行了总结和评价；下篇为改革展望，按逻辑推理的方法，围绕政治
改革与建设的战略思考等问题，解读了现行实施方案的精神和要义，阐发了相关的对策与建议。
全书力求体现资料性、理论性和实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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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有自身的国情，通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步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继续发展
面临诸多阶段性特征：第一，我国目前仍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之中，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社会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第二，我国是
一个生产力还不发达，国民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的国家，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东部、西部、中
部和东北部之间差别很大；第三，我国各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基础与保障体系没有完全
建立，社会自治体系尚未形成；第四，我国由于历史、文化、社会等原因造成政府管理处于多层次性
格局，决策体系和执行体系不够规范，信息传递链和资金运行链过于冗长；第五，我国行政法制体系
不健全，政府法治机制尚未成熟，不能为改革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这些特征决定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必须坚持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
，必须继续贯彻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和思想路线，必须在兼顾效率和公平中，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必
须统筹各个地区的不平衡性；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要面临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现实发展中产生的新
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将进入高难度推进的阶段。
在沉思三十余年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展望今后发展的前景和希望时，我们更应该将经验和教训化为解
决深层次问题的智慧和方法，将前景和希望变成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动力。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中国的特殊国情，也已经认识到中国人民基于这一特殊国情选
择特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理由及其效应。
我们在既定的理念、思路、措施中，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一切努力，都应该朝着使这一体制更加
体现基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更加提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力，更加赢得世界上更多的人对我国政
治制度安排的理解和认同的方向使劲。
全面深刻地表现我国三十余年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与阶段、成就与经验、不足与教训，是我们义不容
辞的责任，履行好这份责任，并不完全取决于对资料的掌握以及描述和阐释资料的能力，更为重要的
是，取决于在亲身经历这段历史中的真切感悟，在对中国与国外、过去与现在比较中的正确把握，在
恪守核心价值观基础上对改革实践的理论洞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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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历史新起点”书系由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编写，是教育部重大委托课题“历
史新起点——改革开放30周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研究”的结项成果。
课题研究和书系编写工作自2008年4月启动以来，编委会先后召开了多次研讨会，对整个书系所包含的
主要问题、每本书的框架结构及重点内容进行了总体安排，在此过程中，注意充分发挥集体攻关的优
势，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确保了研究和编写工作的顺利进行。
书系依据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突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
理论思考和一些重大理论探索的研究成果。
书系以高校党务政工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大学生骨干为读者对象，针对马
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的理论难点、热点问题进行梳理和解答，对高校师生所关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
题进行分析和研究。
书系实行分卷主编负责制。
本书是集体智慧和劳作的共同成果，石亚军教授负责全书的整体框架设计和统稿。
承担写作任务的分工情况为：导论：石亚军；第一章：常保国、翟校义、梁旭；第二章：常保国、李
黄俊；第三章：陈鲲；第四章：翟校义、汪兰丽；第五章：卢春龙；第六章：欧阳帆；第七章：张立
鹏、张弛；第八章：屈超立、汪兰丽；第九章：周建明、陈忠云；第十章：梁旭、常保国；第十一章
：李筠；第十二章：常保国；第十三章：石亚军、李飞、李驰、耿云；参考文献：李筠。
在本书主题、思路、框架和主要内容的讨论过程中，张桂琳、丛日云、杨阳等教授提出了许多有益的
建议。
书系框架结构由顾海良、冯刚、黄蓉生、胡树祥同志设计策划。
本书系有关课题的研究及出版得到了“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的支持。
书系编写过程中，教育部社科中心杨海英、吕治国、祝念峰、朱喜坤、马建辉等同志和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刘晶、郭晓明等编辑，做了大量组织协调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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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政治建设与发展研究》是“历史新起点”书系之一。
《中国政治建设与发展研究》力求体现资料性、理论性和实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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