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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学概论》

内容概要

《政党学概论》从融通政治学和党的建设学说的角度，对政党问题进行系统全面研究，力图构建马克
思主义政党学。书稿由5部分16章构成，约40万字。在学科框架结构、学科属性方面的见解具有新意；
在政党内涵特征、政党的内部运作与外部关系、政党制度、政党分类、中国政党研究等方面提出许多
新观点；把共产党、资产阶级政党等分别作为整体进行研究，在学界尚属首次；对诸如政权党等问题
的论述，具有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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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科杰外交学院教授，外交学院政党外交研究中心主任。199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获
法学博士学位。2000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教学类三等奖。主要研究领域为政党政治和政党
外交，在国家核心学术期刊发表相关论文2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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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 论
一、政党的产生发展
二、政党和政党政治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政治的重要支柱和主要形式
三、政党问题研究和“政党学”
第一部分 政党组织
第1章 政党的定义功能
一、政党的定义及特征
二、政党的功能作用
三、政党的分类
第2章 政党的基本要素
一、党员
二、组织
三、制度规范
第3章 政党的意识形态
一、意识形态的概念、特征
二、政党与意识形态
三、政党意识形态的功能作用
四、政党意识形态的结构层次和具体化
第二部分 政党内部运作和外部关系
第4章 政党内部运作
一、政党内部运作的含义
二、政党内部运作的主要内容
三、政党内部运作的基本原则
第5章 政党外部关系
一、政党外部关系简述
二、政党与政府
三、政党与议会
四、政党与司法
五、政党与群众
六、政党与媒体
七、政党与军队
八、党际关系
第三部分 政党制度
第6章 一党制
一、单一一党制和霸党制
二、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区分的一党制
三、一党制评价
第7章 两党制
一、“两党制”的形成
二、英美两种不同的“两党制”模式
三、两党制的评价
第8章 多党制
一、主要国家的政党政治和多党制的确立
二、多党制的不同类型
三、多党制的原因、特征和评价
第四部分 主要类型的政党
第9章 共产主义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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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产主义政党的历史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三、共产主义政党的主要特征
四、冷战后共产主义政党的探索发展
第10章 社会民主主义政党
一、“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二、社会党国际成立之前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主义
三、当代意义上的社会民主党和民主社会主义
四、对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评价
第11章 资产阶级政党
一、资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发展
二、资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特征
三、资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
第12章 民族主义政党
一、民族主义的概念内涵
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和民族主义政党的产生发展
三、民族主义政党的类型和基本特征
四、冷战后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政党
第13章 绿党
一、绿党的产生及其原因
二、绿党的基本政治主张
三、绿党的派别
四、绿党的启示
第14章 执政党、在野党、参政党和政权党
一、执政党
二、在野党
三、参政党
四、政权党
第五部分 中国的政党和政党制度
第15章 中国政党的历史发展和政党体制的探索试验
一、中国政党的产生发展和民初多党制的试验
二、孙中山对政党体制的探索与“国共合作”
三、国民党一党独裁制的失败和“训政时期”的政党状况
四、中共对符合中国国情政党制度的探索
第16章 当代中国的政党和政党制度
一、当代中国政党的基本状况
二、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三、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系统构成和基本特色
四、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原因分析和坚实基础
结语 关于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的若干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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