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程序的监督与监督的程序>>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程序的监督与监督的程序>>

13位ISBN编号：9787509700549

10位ISBN编号：750970054X

出版时间：2008-2

出版时间：社会科学文献

作者：赵振宇

页数：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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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的监督与监督的程序>>

内容概要

程序问题研究在我国既是一个薄弱环节，又有相当的难度。
难度之一是我国长期以来缺乏精细化的政治思维，政治往往与运动联系在一起，政治思维也是粗线条
的。
难度之二是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未提供充分的实践基础。
而政治程序的设置则需要精细化思维和相当的实践基础，才能保证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本书作者克服困难，勇于探讨，直面问题，殚思竭虑，对程序的设置与监督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其理论创新的精神令人钦佩，理论创新的成果令人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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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振宇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长江日报评论理论部主任、文化报总编辑、高级编辑。
兼任武汉市社会学会副会长、武汉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特邀高级研究员。

　  作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研究程序理论。
1995年撰写《也要重视程序科学化》一文获全国报纸理论宣传优秀奖；2003年撰写《程序化：有效管
理的首要前提》一文受到中央高层领导肯定； 2004年1月，武汉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中采纳了作者的
意见。
2004和2005年分别主持湖北省和国家有关程序论的社科项目。

    作者有多篇作品获全国好新闻一等奖、湖北省好新闻一等奖、特等奖。
1 994、1 996和2000年组织策划的报道和活动，受到中宣部的表扬．有的被总结后在全国推广。
发表了一定数量的有影响的新闻评论和学术论文，如《多提供讲心里话的地方》、《稳定是为了发展
》、《人事档案应向本人公开》、《请为逝去的同胞们下半旗》、《论民主进程中公民权的保障和实
施》、 《今天我们怎样做新闻人》等，受到社会关注，有的被收入《新华文摘》、《中国新闻年鉴》
、《人大复印资料》。
已出版《应用新闻论》、《与灵魂对话》、《现代新闻评论》、《新闻传播策划导论》等著作。

  《新闻报道策划》和《现代新闻评论》两书被列为全国普通高校“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作者从1984年开始研究“奖励学”．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奖励学”，出版《奖励的奥妙》、
《奖励的科学与艺术》和《神奇的杠杆——激励理论与方法》等6部论著。

    作者曾先后在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香港中文
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及多家新闻媒体作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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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程序概述　　第一节　什么是程序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
会提出的宏伟目标，也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
为达此目的，需要从多方面努力，但有一条是必须强调的，这就是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
人、人与自我及各种不同文明的关系上，需保持一种和谐有序的运动状态。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有多处谈到这一问题。
如在讲到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时，指出“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
和谐相处的局面”。
在阐述建设小康目标、保证可持续发展时，提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时，强调“巩固和发扬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在维护社会稳定时，提出“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在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时，报告写到“我们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多
种力量和谐并存，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等等。
2006年10月，党中央召开十六届六中全会，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
“决定”全面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强调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
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
”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总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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