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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共产党干部选拔民主化研究》由于学强编著。

《中国共产党干部选拔民主化研究》试图表达的主要观点有：其一是干部选拔民主化的内涵深刻，其
中不仅包含了明确的价值取向，还包含了实践养成。
其二是干部选拔民主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也是在民主执政条件下推进中国民主政
治发展的必然选择，其目标指向是民众权利。
其三是民主化不仅要着眼于完善中国的选举制度，还应推进干部选拔方面的民主化进程，使干部选拔
与干部选举并行不悖。
其四是影响中国干部选拔民主化推进的障碍因素既有历史方面的，也有现实方面的；当前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方面为民主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其五是切实推进干部选拔民主化要三管齐下：解放思想是前提，变革体制是条件，创新机制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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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学强，山东茌平人，法学博士，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山东省世界社会主义共产
主义研究基地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聊城大学廉政研究中心秘书。
近年。
主要从事干部队伍建设研究，出版了个人学术专著《中国干部选拔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在《当代世
界与社会.主义》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多篇为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共产党》、《党建研究
参考资料》、《党建研究纵横谈》全文转载或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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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引论
 一、政治民主化与干部选拔民主化研究现状述评
 1.政治民主化的研究视角
 2.干部选拔民主化研究内容
 3.干部选拔民主化研究刍评
 二、干部选拔民主化研究的重大意义
 1.干部选拔民主化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干部选用民主化有利于推进执政党的自身建设
 3.干部选拔民主化有利于密切新时期的党群关系
 三、以干部选拔民主化研究为切人点推进政治民主化
 1.干部选拔民主化研究应尝试三点突破
 2.干部选拔民主化研究应拓展四项内容
 3.干部选拔民主化研究应澄清五个问题
第一章 干部选拔民主化的理论渊源
 一、人民主权理论
 1.人民主权理论的衍生
 2.人民主权理论的要求
 二、公仆理论
 1.公仆思想的产生与实质
 2.公仆理论的基本要求
 三、政党理论
 1.政党的一般理论
 2.政党理论的一般要求
 四、选举理论
 1.选举的主要类型
 2.选举的基本原则
第二章 民主执政条件下的干部选拔
 一、民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民主与社会主义的一般关系理论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民主政治
 3.当代中国坚持民主执政的必然性
 二、干部选拔民主化与选举制
 1.干部选拔与干部选举：实践中的混乱
 2.干部选拔与干部选举：理论上的澄清
 3.选举制度的推进及其对选拔的影响
 三、民主执政下干部选拔改革
 1.民主执政的一般要求
 2.在干部选拔中贯彻党管干部的原则
 3.在干部选拔中贯彻群众参与的原则
第三章 干部选拔民主化的进程及障碍因素
 一、中国干部选拔民主化的历程概览
 1.第一个阶段：1921—1951年
 2.第二个阶段：1951—1981年
 3.第三个阶段：1981—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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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影响干部选拔民主化的历史因素分析
 1.封建专制制度的余毒
 2.以往选拔经验的固化
 3.苏联选拔体制的影响
 三、影响干部选拔民主化的现实因素分析
 1.思想认识不到位
 2.民主意识不浓厚
 3.体制机制不健全
第四章 推进干部选拔民主化的有利因素
 一、经济水平的提高为干部选拔民主化奠定物质基础
 1.经济发展与干部选拔民主化的关系
 2.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绩
 3.经济发展对于干部选拔民主化的贡献
 二、民主政治的成效为干部选拔民主化提供信心支撑
 1.党内民主的不断发展
 2.人民民主的不断深化
 3.基层民主的不断拓进
 4.党际民主的不断完善
 三、政治文化的进步为干部选拔民主化提供思想条件
 1.政治文化的内涵
 2.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情况
 3.政治文化对于政治民主化的推进
 四、公民社会的发展为干部选拔民主化造就良好环境
 1.公民社会的内涵流变
 2.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
 3.公民社会对于民主化的作用
第五章 推进干部选拔民主化的策略
 一、解放思想：推进干部选拔民主化的逻辑起点
 1.干部选拔与干部提拔不相同
 2.干部选拔与干部选举不对立
 3.民主集中制与集中制不一致
 4.选拔效率与选拔民主不矛盾
 5.中国特色与世界文明不排斥
 二、完善制度：推进干部选拔民主化的基础工程
 1.建立选拔信息公开制度
 2.确立选拔自主参与制度
 3.完善竞争性的选拔制度
 4.借鉴古今中外选拔制度
 三、创新机制：推进干部选拔民主化的关键环节
 1.以考评主体多元化来推进干部选拔民主化
 2.以考核标准硬性化来推进干部选拔民主化
 3.以民主监督制度化来推进干部选拔民主化
 4.以责任追究实效化来推进干部选拔民主化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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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看，选举经历了古代雅典民主的抽签式到罗马共和国的选举式进程后，
渐渐转化为现代民主选举法则。
选举活动古已有之，但现代的选举制度与欧洲中世纪末期一些国家出现的等级会议有关。
中世纪末期，英、法等国出现过等级（三级）代表会议，除贵族和僧侣参加外，一部分城镇自由民（
市民）也被邀请与会。
英国自13世纪开始，每个市镇选派两名自由民（市民）代表参加等级会议。
推选自由民代表的方法为后来资产阶级选举制度的创建积累了经验。
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提出建立议会、人民主权等政治口号。
资产阶级在建立代议机关的同时，也产生了自己的选举制度。
　　近现代以来，选举对于民主的推进作用越来越明显：选举的发展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
广度与深度，一个实行普遍平等选举的国家，其执政党的合法性一般比较高，国家中诸多的矛盾也会
因为选举实现的权力交接与利益分配而得到化解与消融。
通过选举，人民虽不能保证每一个当选人都成为真正的民意代表，但至少在发现违害人民的法案和行
政措施后，可以运用选举权力，把不称职的官员解职，这是一种保证合法持续与合法改变的方法，更
是维持政府廉洁、获得人民信赖的最好办法。
通过选举，选民与政府之间可以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达到政府与民主相互沟通的目的。
选举是民主政治的晴雨表，也是防止民主走向专制的警报系统。
　　正是由于选举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功能，现代民主国家都在不断完善与推进选举制度。
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实行的政治制度不同，因此，各国的选举制度存在许多不同之处。
比如就选举的类型而言，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划分，从大的方面说有议会选举、总统选举、党内选举
等。
但不同政治制度、不同国别，其选举的类型也各有特点。
但是，如果从选举的“选”字本意来看，无论是什么领域、选举什么样的对象都可以分为直接选举与
间接选举两种主要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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