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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正当中国与东盟各国形成稳定健康的战略伙伴关系之际，我校以经济学、经济管理、国际贸易等
经济学科为基础，整合法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文学、新闻学、外语、教育学、艺术等学科力量
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批准于2005年成立了广西大学中国一东盟研究院；同时将“中国一东盟经贸合
作与发展研究”作为“十一五”时期学校“211工程”的重点学科来进行建设。
这两项行动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要加强中国与东盟合作研究，发挥广西大学智库的作用，为国家和
地方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服务，并逐步形成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高水平的文科科研团队。
几年来，围绕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关系及东盟各国的国别研究，研究院的学者和专家们投入了大量的精
力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为了使学者、专家们的智慧结晶得以在更广的范围展示并服务于社会，发挥其更大的作用，我们决定
将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结集并以《广西大学中国一东盟研究院文库》的形式出版。
同时，这也是我院中国一东盟关系研究和“211工程”建设成果的一种汇报和检阅的形式。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东盟多元政治体制下的政治合�>>

作者简介

徐秦法，1971年出生，黑龙江哈尔滨人，法学博士；现为广西大学国防教育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社会治理中的信仰价值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连续两年
编写广西高校本专科生教材《形势与政策教育读本》（副主编）。
 林勇灵，1983年出生，广西贺州人，广西大学政治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东盟多元政治体制下的政治合�>>

书籍目录

引 言 上篇 中国—东盟国家的政治体制 第一章 人民代表制国家：中国 越南 老挝 第一节 人民代表制国
家体制简述 一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 二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具体内容 第二节 中国 一 中国政治体
制发展的历史沿革 二 中国政治体制的内容 三 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 第三节 越南 一 越南政治体制发展
的历史沿革 二 越南政治体制的内容 三 越南政治体制的特点 第四节 老挝 一 老挝政治体制发展的历史
沿革 二 老挝政治体制的内容 三 老挝政治体制的特点 第二章 君主制国家：泰国 柬埔寨 马来西亚 文莱 
第一节 君主制国家体制简述 一 君主制及其历史 二 君主制的政体形式和承袭 第二节 泰国 一 泰国政治
体制发展的历史沿革 二 泰国政治体制的内容 三 泰国政治体制的特点 第三节 柬埔寨 一 柬埔寨政治体
制发展的历史沿革 二 柬埔寨政治体制的内容 三 柬埔寨政治体制的特点 第四节 马来西亚 一 马来西亚
政治体制发展的历史沿革 二 马来西亚政治体制的内容 三 马来西亚政治体制的特点 第五节 文莱 一 文
莱政治体制发展的历史沿革 二 文莱政治体制的内容 三 文莱政治体制的特点 第三章 总统共和制国家：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第一节 总统共和制国家简述 一 共和制与总统共和制 二 总统共和制与其他政体的
联系与区别 第二节 印度尼西亚 一 印度尼西亚政治体制发展的历史沿革 二 印度尼西亚政治体制的内容
三 印度尼西亚政治体制的特点 第三节 菲律宾 一 菲律宾政治体制发展的历史沿革 二 菲律宾政治体制
的内容 三 菲律宾政治体制的特点 第四章 议会共和制国家：新加坡 第一节 议会共和制国家体制简述 
第二节 新加坡 一 新加坡政治体制发展的历史沿革 二 新加坡政治体制的内容 三 新加坡政治体制的特
点 第五章 军政府国家：缅甸 第一节 军政府国家体制简述 一 军人政权的产生 二 军人政权的运作 三 军
人政权的利弊 第二节 缅甸 一 缅甸政治体制发展的历史沿革 二 缅甸政治体制的内容 三 缅甸政治体制
的特点 第三节 缅甸政治体制发展趋向 一 军人政权的运转和走向 二 新政府的变与不变 下篇 中国与东
盟的政治合作 第六章 中国与东盟的政治关系回顾 第一节 冷战时期中国与东盟的政治关系 一 冷战时期
的东盟 二 冷战时期的中国与东盟的政治关系 第二节 冷战后中国与东盟的政治关系 一 冷战后中国与东
盟的政治合作进程 二 冷战后中国与东盟的政治合作保障 三 冷战后中国与东盟政治合作成效 第三节 世
界多极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下中国与东盟的政治关系 一“一超多强”转向“多极化” 二 区域经
济转向一体化 三 多极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时期中国与东盟的政治关系 第七章 中国与东盟政治合作对
区域发展的意义 第一节 提升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地位 一 在国际事务中赢得更多的话语权 二 提升中国与
东盟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第二节 开辟中国与东盟安全合作新领域 一 享有区域安全的保障 二 平衡
世界安全格局 第三节 保障经济平稳运行 一 经济合作是政治合作的基础 二 政治合作有利于经贸发展 
第八章 中国与东盟政治合作的方式 第一节 全方位的合作 一 全方位合作的可能性 二 全方位合作的实
现路径 第二节 搁置争议的合作 一 搁置争议合作的具体内容 二 搁置争议合作的实现路径 第九章 中国
与东盟政治合作效果展望 第一节 中国与东盟政治合作的现实基础 一 政治信任是中国与东盟政治合作
的基础 二 共同利益的建构是双方政治关系发展的动力 三 现实需要是政治合作的基础因素 第二节 中国
与东盟政治合作的前景分析 一 中国与东盟政治关系友好发展的前景 二 中国与东盟政治关系已步入新
的发展平台 结束语 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东盟多元政治体制下的政治合�>>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国会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具有立宪和立法权力的唯一的机关。
国会制定对内对外基本政策，经济、文化发展的目标，国家机器的组织和活动，公民的社会关系和活
动的主要规则。
国会常务委员会是国会常设机构。
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即国会主席，国会常务委员会为国会常设机构，设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
国会主席主持国会会议，保证国会各项条款的实施，领导国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同国会代表保持联
系，协调和配合国会各委员会的活动；确认国会通过的法律和决议；组织国会的对外活动。
国会副主席协助国会主席实现上述任务和权限。
 1946年1月6日，越南选举产生第一届国会，当时称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
同年3月2日举行第一届国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胡志明为国家主席。
3月6日，法国被迫与越南在河内签署“三六协定”，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为自由国家。
从1946年到1976年越南共产生了六届国会。
1976年4月25日，越南进行南北统一以后的第一次普选，选出代表492名，产生全国统一的越南国会（
故第六届国会亦称越南统一国会第一届国会）。
同年7月，第六届国会第一次会议确定统一后的越南改称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国会亦改称为越南
社会主义共和国国会。
 1992年颁布的《越南宪法》规定：国会为一院制，每届任期五年。
在其期满前两个月，必须选出新的国会。
只有在战时警备等特殊情况下，国会才可决定延长自己的任期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确保国会的活动。
国会每年举行两次例会（通常是每年的5月和10月），会议由国会常务委员会召集。
如果国会常务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或者有国会主席、总理和1/3以上国会代表的提议，可以临时召集国
会特别会议。
新一届国会会议最迟要在国会代表选举两个月后召开。
法律及国会决议的采纳必须经代表总数过半数通过，但解除国会代表、缩短或延长国会任期、规定修
改宪法之决议，需经2/3以上国会代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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