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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政党制度的回顾与展望：第三届中国政党研究论坛论文集》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政党制度
的功能与价值、中国政党制度功能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多党合作制度：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中国
多党合作制度的价值、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及价值、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民主价值探析、多党合作制度
促进阶级阶层关系和谐的作用、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稳定功能论析、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基本架构探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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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目前，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处于领导地位，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在政治上接受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共同目标都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多党合作制度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形成了通力合作的新型社会主义政党关系。
我国政党间的这种和谐关系，有助于政局的稳定和实现广泛的团结，有助于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安宁
，从而，为社会各阶级阶层关系的和谐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三）多党合作制度是促进阶级阶层关系和谐的基础　　“政党是脚跨两界的政治组织，它运行
于政治体制的正式部分和非正式部分之间的交界上。
”政党的这种社会中介的角色使政党制度在促进不同阶级阶层关系和谐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各政党全面、公正、有效地表达和凝聚民意，协调利益，缓和冲突，达到和谐一致，是阶级阶层关系
和谐的重要基础。
同时，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
民主是促进阶级阶层关系和谐最重要的元素，政党是现代民主的发动机。
和谐的政党关系对民主所产生的政治参与具有过滤作Ⅲ，既保证政治体系的稳定，又有利于不同主体
的有序竞争，减缓政治体系由于压力过大和无序竞争导致的破坏和不稳定。
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能合理地处理利益关系、调整利益格局，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维护社会稳定，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使全体社会成员的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不断增强，才能为不同阶级阶层关系的和谐创造
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促进阶级阶层关系和谐稳步发展。
　　（四）多党合作制度是促进阶级阶层关系和谐的保证多党合作制度为促进阶级阶层关系和谐提供
了有效的政治保证、制度保证和环境保证。
多党合作制度为各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提供了政治保证。
政治行为是政治主体围绕政治权力，维护政治利益而进行的活动，包括政治斗争、政治管理、政治统
治、政治领导和政治参与等多种形式。
攻治过程通过一系列政治行为的组合进行利益的表达、聚合和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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