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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这个党？
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必须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重大历史性课题。
然而，从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历史来看，这又是一个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重大问题。
    本书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研究专著。
全书共十个部分，主要包括苏联各个时期执政党建设的历史、理论与实践，中国共产党一、二、三代
领导集体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越南、古巴、朝鲜、老挝执政党建设的历史
、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事关执政党自身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本书内容丰富，研究深入，史料翔实。
其出版具有重要理论和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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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国，男，湖北恩施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主要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政党理论与执政党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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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项目等多个项目的研究，主持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项。
合著学术著作三部，在《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等专业学术
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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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什么是执政党建设  （二）本书的主线和基本内容  （三）本书的结构和主要方法一  列宁
时期俄共（布）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  （一）俄共（布）独立执政地位的确立  （二）列宁时期俄共（
布）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    1.“喘息时期”的执政党建设    2.“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执政党建设    3.
国内战争结束后执政党建设思路的调整    4.列宁晚年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  （三）列宁留下的执政党建
设遗产    1.对无产阶级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2.形成了一系列党内民主建设的思
想和实践经验    3.初步探索了执政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4.
开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之先河，强调执政党必须提高自己的理论创新能力二  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
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  （一）列宁去世后的党内斗争与斯大林领袖地位的确立  （二）斯大林党建模式
的确立与定型  （三）战后斯大林党建模式的进一步强化与扩张  （四）斯大林执政党建设模式的主要
特点及后果    1.党政关系的变形    2.党内民主缺失    3.党群关系紧张三  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与自
身建设的曲折发展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党自身建设的加强和执政党建设经验的初步总结    1.新中国
建立初期党自身建设的加强    2.党对新中国建立初期执政党建设经验的总结  （二）党的建设在曲折中
前进（1957年至“文化大革命”前）  （三）“文化大革命”10年执政党建设的失误与教训四  赫鲁晓
夫时期苏共的执政党建设  （一）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党和国家权力结构的变化与赫鲁晓夫上台  （二）
苏共二t大的召开及其影响  （三）苏共二十大之后的党内斗争与赫鲁晓夫的权力垄断  （四）苏共二十
二大及其之后对执政党建设的改革及其影响五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执政党建设的停滞与党的衰落  （
一）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对赫鲁晓夫时期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的调整    1.理论上的调整    2.实践方面
的调整  （二）勃列日涅夫执政中后期斯大林党建模式的固化与苏共的衰落    1.由于取消了干部任期制
和轮换制，导致干部队伍老化，党政机构不断膨胀，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特权阶层”    2.与特
权现象相伴而生的是腐败盛行    3.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弊端进一步恶化    4.个人集权加强，党内
民主缺失    5.个人崇拜再度兴起  （三）勃列日涅夫去世以后过渡时期苏共的执政党建设    1.重新认识
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2.整顿纪律，打击腐败    3.加强和改善意识形态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    4.调整
和整顿领导班子，为进一步推行改革作干部组织方面的准备六  苏共的“根本革新”与毁灭  （一）苏
共从改革到“根本革新”的演变：戈尔巴乔夫的理论与实践    1.戈尔巴乔夫上台背景    2.戈尔巴乔夫执
政理念评述  （二）苏共内部纷争：“毁灭”的助推器  （三）苏共灭亡：历史拐点的重合    1.苏共灭亡
：组织因素    2.苏联灭亡：改革技术因素    3.苏联灭亡：领导个人的因素七  东欧各国的执政党建设之
路  （一）东欧人民民主时期的政党体制  （二）斯大林党建模式在东欧的扩张  （三）一波三折的党内
民主改革尝试  （四）没有边界的民主化改革与执政党的失败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
集体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  （一）党的建设在徘徊中前进（“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
前）  （二）开创党的建设新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1.以拨乱反正为主要内容的执政党建设   
2.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时期的执政党建设    3.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执政党建设的新贡献九  中国
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聚精会神抓执政党的建设  （一）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执政党建设的探索历
程    1.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四大期间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执政党的整顿    2.从党的十四大到十五大：
全面部署、重点突破、整体推进有机结合的党建工作新格局的形成    3.从党的十五大到党的十六大，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与党的建设新篇章的展开    1.“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
对党的先进性的新概括    4.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推进党的建设十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执
政党建设的历史、理论与实践  （一）越南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历史、理论与实践    1.越南共产党革新开
放道路的选择与执政党建设    2.世纪之交越南共产党党内面临的新情况与执政党建设的全面展开    3.继
往开来，越共在新阶段的执政党建设蓝图  （二）古巴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历史、理论与实践    1.坚持社
会主义方向不动摇，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增强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认同感    2.加强党的各级组织
建设，提高党员队伍的质量，构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坚强领导力量    3.加强党内民主建设    4.坚持党
的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5.狠抓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提高党的威信和凝聚力  （三）朝鲜
劳动党自身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1.冷战前的朝鲜劳动党自身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2.苏东剧变后朝鲜劳动
党加强自身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四）老挝人民革命党自身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1.“冷战”前，老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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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命党进行自身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2.苏东剧变后，老挝人民革命党进行自身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结
语    1.应尽快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2.必须不断加强党内民主建设    3.必须加强对执
政党的监督    4.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参考书目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的历史�>>

章节摘录

　　一 列宁时期俄共（布）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　　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使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执政党。
在执政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政党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新课题。
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历史和现实表明，执政党的建设和管理，比没有执政的政党要艰难得多。
”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基本原理，不断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
和党自身历史使命的变化，在新的实践中对执政党建设进行积极的探索，在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
执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中采取了许多措施以切实加强执政党建设，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
设留下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宝贵的理论遗产。
同时也留下了一幅没有绘完的执政党建设蓝图，等待后人去发展和完善。
　　（一）俄共（布）独立执政地位的确立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维埃俄国经历了一个布尔什维
克党与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执政的时期。
　　苏维埃俄国由布尔什维克单独执掌国家政权的格局形成于列宁时期。
但是这并不是列宁的初衷。
实际上，无论在十月革命以前，还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都十分重视布尔什维克党与其他革命
政党、民主党派的联合与合作。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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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