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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党的执政方式无疑包括党掌握国家政权的方式，而关注党的执政方式的重点应放在党如何科学、
高效运用国家政权，实现党的执政纲领和执政目标的方式，也就是党如何才能更好地履行自己领导国
家、治理社会、整合利益、造福人民这一神圣职责的方式。

　　改革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必须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
在民主法治条件下，法治是民主最有效的实现形式和保证。
改进党的执政方式，最终应在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真正把依法执政作为党执政的基本方式，实现
党的执政方式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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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葛海彦，法学博士，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

　　在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资源开发和文化软实力建设等研究领域，先
后合作出版著作多部，发表论文、完成研究报告40多篇，主持、参与完成省部级研究课题20多项，多
篇论文、研究报告获中直机关党建研究会等奖励或被有关报刊转载。
近年获中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普法宣传教育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主要成果有：《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规定》，《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科学内涵与实践要
求》，《美国政府的绩效评估及其启示》，《增强党执政的包容性是有效发挥民主党派作用的重要条
件》，《新形势下改进机关党建工作机制的若干思考》，《中国政治发展三十年（1978-2008）》（参
编），《怎样进行党性修养与党性分析》（合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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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第一章 现代政党执政与执政方式理论分析
一、现代政党执政的基本原理
（一）国家和国家权力
（二）现代政党获取国家权力的途径和方式
（三）现代政党执政的基本内容
一、执政党执政方式理论分析
（一）执政方式的涵义
（二）执政方式的基本内容
（三）影响和制约执政方式的主要因素
二、现代政党执政的主要模式
（一）执政模式的基本涵义
（二）现代西方国家政党执政的基本模式
（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模式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历史考察
一、革命时期党在根据地和解放区执政的方式
（一）革命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推翻旧政权
（二）革命时期党在根据地和解放区执政的主要方式
（三）科学看待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执政方式
二、建国后党的执政方式的形成与历史演进
（一）建国后党的中心任务转变与党的建设新要求
（二）建国后党的执政方式的形成与历史演进
（三）建国后党的执政方式的主要特点和启示
三、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执政方式创新与发展
（一）新时期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新政治路线的确立
（二）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执政方式创新与发展
（三）新时期改进创新党的执政方式的基本经验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现状分析
一、决定和影响党的执政方式的若干因素分析
（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决定党的执政方式的根本因素
（二）党领导革命方式是形成党的执政方式的直接因素
（三）前苏共执政模式对我党执政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新的历史条件对党的执政方式提出新挑战
（一）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对党的执政方式提出新挑战
（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不断创新党的执政方式
（三）实行依法治国要求不断改进党的执政方式
（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求不断完善党的执政方式
三、目前党的执政方式需要改进的主要问题分析
（一）执政理念上存在误区
（二）权力过多集中在党组织手里
（三）执政方式缺乏法制规范
第四章 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法制化
⋯⋯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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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革命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推翻旧政权，必然要求这一时期的党的建设也要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展开
。
由于旧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复杂性和革命的艰巨性，中国共产党人历经磨难，几经摸索，终于把马列
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总结、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既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同时也成为这一时期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认为，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广大农村地区反动势力相对比较薄弱，这就为革命
力量的生存、发展和壮大创造了条件。
因此，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到广大农村开展武装割据，建立
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立足点和战略后方，为此必须广泛、充分发动群众，全面开展土地革
命，打碎旧政权，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
如何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无疑是民主革命时期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
大课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积极摸索组织、建立和领
导人民政权的问题，探索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政权的关系问题，探索党和国家政权之间的职能划分以
及党如何领导国家政权的方式问题等，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党
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的基本观点。
这些思想观点，不但成功指导党巩固、发展了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彻底胜利，而且为党后来在全国范围顺利执政积累了宝贵经验。
　　（二）革命时期党在根据地和解放区执政的主要方式　　1.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苏维埃政权
的主要方式　　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根据地执政党的身份，开始与革命政权建立持续广泛联系，是在党
的六大召开前后，全党总结了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对进行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
主政权的纲领有了初步统一的认识，随着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和红色政权的纷纷建立而逐步形成和
发展起来的。
1927年以后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是我国红色根据地工农民主政权的星火燎原时期，以江西为中心临
近十几个省的三百多个县里，先后建立了一大批从乡、区、县、省到中央的工农民主政权。
其政权组织形式有革命委员会、苏维埃公社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等，其中多数为工农兵代表会议及
其产生的工农兵民主政府。
比较规范和健全的政权形式是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央红色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全国
代表大会、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这些在共产党领导下分布于各红色根据地的工农民主政权，虽大多数不够规范、健全，但当时，它们
却在诸如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指示，组织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成果，支
援革命战争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也正是由此开始了领导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的执政实践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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