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攻坚>>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攻坚>>

13位ISBN编号：9787807560869

10位ISBN编号：780756086X

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时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作者：周天勇，王长江，王安岭　主编

页数：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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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坚>>

内容概要

周天勇、王长江和王安岭三人主编的《攻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是在一年前出版的《攻坚
：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的基础上进行的修改调整和补充的新版本。
他们当初的报告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根据讨论的意见，以及一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新的进展，本书增加了一章关于县乡治理结构和主
要领导干部选举制度的研究分报告，并对总报告中政治体制改革的时间和阶段，司法体制改革报告中
的检法管理体制选择等进行了修改，在和谐社会中的民间组织与宗教的研究报告中，增加了村民和城
市社区自治的内容。
作为综合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方案，可能更具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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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天勇，男，1958年生，经济学博士，教授，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
副理事长，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经济发展和增长、劳动经济、中小企业、金融风险、城
市化、国企改革、农业经济等。
在上海三联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有《劳动与经济增长》《新发展经济学》《城
市发展战略的研究与制定》《中国：经济运行与结构转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研究生用《高级
发展经济学》等十几本专著和教材。
2002年底至2003年底曾主持过政治体制改革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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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论：建设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　一、政治体制改革：从务实的角度出发　　（一）过去三
十年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二）适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三）政治上适当集中，经济上向市场体制迈进　　（四）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　　（五）重点改革
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　　（六）沿着分权和放权的方向改革　二、中国共产党的改革　　（一）
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　　（二）推进党管干部的科学化　　（三）改善党对新闻的领
导　　（四）发展党内民主　三、形成权力制衡的框架结构　　（一）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二）两条腿走路：协商民主应和代议民主齐头并进　　（三）立法的民主化是时代的潮流　四
、政府怎么改　　（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当关注的核心问题　　（二）财政预算体制改革的原则
和重点　　（三）调整和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五、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　　（一）建构现代
法官和检察官管理体制　　（二）诉讼体制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换　　（三）建立相对独立的
司法执行体制　　（四）法院、检察院人事和经费垂直管理　　（五）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司法体制
改革　六、发挥民间组织和宗教的积极作用　　（一）培育和发展民间组织　　（二）发挥宗教的积
极作用　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需要通盘考虑的几个问题　　（一）改革的紧迫性与渐进性的关系　
　（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本和风险　　（三）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制定应该遵循的原则　　（四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阶段划分与未来展望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一：中国共产党的改革与提高执
政能力　一、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的着眼点　　（一）党的执政能力的主体　　（二）
党的执政能力的内容　　（三）考察党的执政能力的其他视角　二、改革完善党的执政体制的两个关
键问题　　（一）坚持依法执政　　（二）理顺党政关系　三、推进党管干部科学化　　（一）党管
干部原则的含义　　（二）科学地管理干部　四、改善执政党对媒体的领导　　（一）执政党是怎样
影响媒体的　　（二）如何改善党对媒体的领导方式　五、推进党内民主　　（一）代表大会制度　
　（二）代表大会常任制　　（三）党内权力授受的创新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二：改革和完善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　一、如何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　　（一）完善人大代表的组成与结构　　（二
）改革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　　（三）逐步实行人大代表专职化　　（四）建立健全对人大代表的监
督机制　二、坚持以人为本的立法理念与取向　　（一）大力推进人权法制建设　　（二）完善税收
和收费等法制和审查、审批程序　　（三）明确区分公权力与私权利　　（四）处理好多数与少数的
关系　三、健全监督制度，增强监督实效　　（一）究竟该如何看待人大的监督　　（二）目前的政
治体制改革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　　（三）如何推进人大监督的制度建设　　（四）国家审计体制应
向人大领导过渡　四、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会议制度　　（一）全国人大会议的准备工作如何改革
　　（二）改革全国人大会议的会期制度　　（三）全国人大会议的形式　　（四）通过制度改革提
高全国人大会议的审议质量　　（五）如何改革全国人大会议的表决制度　五、加强和改进党对人大
工作的领导方式　　（一）理顺党中央及地方党委和人大的决策体制　　（二）完善重大决策公开制
度　　（三）完善重大决策听取意见机制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三：政协体制改革与地区协商民主
　一、人民政协的历史与现状　　（一）人民政协的发展演变　　（二）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与职
能　二、协商民主视野中的人民政协　　（一）代议民主的困境与协商民主的兴起　　（二）作为协
商民主制度形式的人民政协制度　三、赋予人民政协区域利益协调的新内涵　　（一）不同区域的利
益需要协调　　（二）人民政协的新内涵　四、现代西方国家治理结构中的上院制　五、政协改革：
地区协商民主　　（一）政协改革的方向：地区协商民主　　（二）政协改革的具体制度设计政治体
制改革研究报告之四：立法的民主化及其法律监督　一、我国立法的现状、问题与原因分析　　（一
）立法存在的问题　　（二）立法问题的深层原因　二、实现立法的民主化　　（一）立法的民主观
念和党的领导　　（二）民主立法　　（三）降低立法成本，提高立法效率　三、强化立法的法律监
督　　（一）设立人大专门立法监督委员会　　（二）发挥法院的司法能动作用　四、立法民主化是
一项系统工程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五：改革基层治理结构和选举制度　一、改革县乡治理结构和
选举制度的必要性　　（一）权力来源与选举机制的错位　　（二）权力运行与“压力型体制”下政
绩考核机制的错位　　（三）县张治理直接为城乡居民提供服务和管理　二、县乡治理结构的制度设
计　　（一）现行县乡治理的制度框架　　（二）县乡治理制度设计的思路　三、县乡主要领导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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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改革的设想　　（一）县乡党组织领导人选举制度改革　　（二）乡镇机构选任方式改革　　（
三）县级政权选举方式改革　四、基层选举改革的关键环节　　（一）选举组织机构的改革　　（二
）选区划分和代表名额　　（三）选民登记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四）选举提名制度的改革　　（
五）选举中的竞选　　（六）选举观察员制度的设立　　（七）选举争议解决机制的建构　　（八）
建立健全罢免制度　　（九）尊重选民意志和领导任期的法定性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六：政治体
制改革重心：行政体制的改革　一、八次改革　　（一）第一次行政机构改革　　（二）第二三次行
政机构改革　　（三）第四次行政机构改革　　（四）第五次行政机构改革　　（五）第六次行政机
构改革　　（六）第七次行政机构改革　　（七）第八次行政机构改革　二、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评析
和前苏联改革的教训　　（一）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机构设置
的问题　　（三）前苏联转型中政府机构改革的教训　三、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和重点领域
　　（一）行政机构改革和职能设置的原则　　（二）政府机构的设置和改革方案选择　　（三）行
政、执法与既得利益相分离　　（四）用国家政权和事业人民供养法控制机构和人员膨胀　　（五）
近期政府和事业单位人员规模不宜再扩大　四、减少行政层级与形成三级政府架构　　（一）政权设
几层合适　　（二）中国五级政权体制的种种弊端　　（三）三级政权体制的改革方向　五、省级区
划、省直管县和乡镇综合体制改革　　（一）划小省级区域，加强中央控制　　（二）推进省直管县
改革　　（三）深化乡镇党政事业机构综合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七：政治体制改革应从基础
做起　一、财政预算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的目的和原则　　（一）目前财政预算体制存在的问题　　
（二）财政预算体制改革的目的和原则　二、形成统一和完整的国家预算体系　　（一）进一步清理
收费项目和完善部门预算　　（二）社保基金费改税，编制社会保障预算　　（三）建立和完善国有
资产预算制度　　（四）重大建设项目资金来源和预算体制的改革　　（五）国库集中支付　三、支
出结构向公共服务型财政转型　　（一）按照公共服务型财政体制确定预算科目　　（二）经常性预
算：取消建设项目支出和压缩行政公务支出　　（三）保证公共服务项目支出快速和稳定增长　四、
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程序及其公开性　　（一）中央财政一级预算编制和执行分开　　（二）改革
预算编制和审批时间　　（三）建立和完善人大和政协对预算的审查和批准体制　五、理顺中央与地
方的财政税收关系　　（一）向三级政权和财政预算体制改革和过渡　　（二）中央与地方事务及支
出范围的分工和界定　　（三）中央与地方的税种和收入范围调整　　（四）地方债务的逐步化解　
　（五）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　六、财政预算改革需要联动　　（一）转变宏观调控的方式和职能
　　（二）相关的体制改革　　（三）人大和政协的改革及立法配套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八：调
整和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一、 目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格局与问题　　（一）世界国家结构与集权
、分权的发展趋向　　（二）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过程　　（三）中央与地方事务分工不明　
　（四）中央与地方机构设立方面的问题　　（五）地方事务由中央、省条条管理的弊病　　（六）
中央与地方事务支出的互相推诿　　（七）一级政权一级税收不明确　　（八）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
的不科学和不透明　　（九）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没有法定化　二、划分清楚中央与地方各自的事务　
　（一）中央政府事务　　（二）地方政府事务　　（三）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交叉性事务　　（四）
省以下地方政府间的事务划分　三、根据各自的事务和职能设置机构　　（一）调整中央和地方的机
构设置　　（二）处理机构设置中的条块关系　　（三）派出机制与政府间的相互委托代理　　（四
）具体微观事务管理：民主和法治，还是中央集权　四、各级政府的事务与支出　　（一）各级政府
支出事务的界定　　（二）各级政府的支出结构　　（三）地方支出与中央支出的差异　五、固定各
级政府的税收　　（一）中央政府税收　　（二）省级政府税收　　（三）市县级政府税收　六、转
移支付要科学和透明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九：建设一个公平和正义的司法体制　一、中国司法体
制改革的渐进之路　　（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实践进程　　（二）我国司法改革是渐进式改革　
二、中国司法体制的主要问题　　（一）司法的等级化　　（二）司法的行政化　　（三）司法的商
业化　　（四）司法的地方化　三、我国司法体制的改革和转型　　（一）建构现代法官和检察官管
理体制　　（二）诉讼体制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换　　（三）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执行体制　
　（四）司法机构设置的属地加中央大区派出结合模式　　（五）司法体制中央垂直管理的方案　　
（六）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司法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十：和谐社会中的民间组织与宗教
　一、我国民间组织的发展现状、结构及功能　　（一）我国民间组织发展状况　　（二）制约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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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发展的相关因素　二、我国民间组织发展背景和目标定位问题　　（一）面临的基本背景　　（
二）民间组织发展的目标思路和原则　　（三）民间组织发展的重点　三、宗教信仰自由与和谐社会
建设　　（一）宗教的本质和社会功能　　（二）我国宗教历史和现实变化的新特点　　（三）推进
宗教改革发展需要把握的几个关键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十一：1978年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的历程与反思　一、 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政治建设四阶段　　（一）第一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二
大　　（二）第二阶段：党的十二大后五年　　（三）第三阶段：十三大至党的十四大召开　　（四
）第四阶段：十四大到十六大　二、三十年来民主建设的基本成就　　（一）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和
自由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恢复和健全　　（三）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发展　　（四）健全
国家领导体制，推进机构改革　　（五）健全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六）积极发展基层民主
自治　　（七）法制建设的进展　　（八）政治体制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附录：一些国家中央与
地方关系的主要模式　一、联邦制国家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二、单一制国家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
一）单一集权模式　　（二）单一分权模式　三、前苏联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第一版后记修订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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