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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的历史跨越：关于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十七大报告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旗帜鲜明地提
出，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日益提高，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
无数事实证明，加速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已成为我们解决各种问题
和矛盾的关键，已成为中国改革和发展继续向前的关键，已成为维护和促进人民根本利益的关键。
顺应时代和人民　　的要求，尽快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新体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重大责任和神圣
使命。
因此，我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就不能只停留在精神家园的快乐采风上，而是要在十七大精神的
指导下，回到现实生活的艰苦探索中来。
发展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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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大势所趋　　第一章　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动因来自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十七大报告指
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
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政治体制改革，不是由谁心血来潮人为提出的，也不是历史长河中的偶然事件，而是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的必然逻辑。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告诉我们：“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
的。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第2卷第83页）列宁也指出：“今后在发展生产和文化方面
，我们每前进和提高一步，都必定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
”（《列宁全集》第33卷第89页）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指出：“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
，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
，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经济迅速发展，我国1979年至2004年的GDP平均增长率达到了9．6％。
（《浙江日报》2006年1月10日）经济总量已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全国已有3／4以上的城乡居民初步过上了小康生活。
（《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第36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
减少到两千多万。
经济社会结构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呈现出许多崭新的特点，经济运行市场化，利益主体多元化
，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新的社会力量不断涌现。
对外开放全面推进，中西方交流范围更广、程度更深。
与此相适应，人民的思想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
选择丰富多彩，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自主、竞争意识和民主法治、自由平等
、公平正义等社会政治理念，得到了广泛的尊重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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