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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近年来中国的政治发展状况，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地介绍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情
况，诸如政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举制度、公务员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
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分析了其建立与发展、组成与运行等情况，可以
帮助学生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建立、沿革、现状及其运行机制和改革趋势等形成完整清晰的认识。
本书适合作为政治学、公共管理、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本科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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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教材，知识性的东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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