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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把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到实处，关键也在党。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化
大调整之中，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决定了以改革
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既十分重要又十分紧迫。”党的十七大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并提出了体现改革创新精神的总要求和创新举措。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准确把握时
代潮流和世界大势的远见卓识，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战略气魄。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体现到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使党的
工作和党的建设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为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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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化视野下党的社会基础研究》在引用大量典型案例与资料的基础上，对下述问题进行了系统梳
理和探究，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新见解，其国际视野和理论前沿性更是一大亮点。当今世界，政党政
治风云变幻，你方唱罢我登场，上演了—幕幕令人惊异、目不暇接的悲喜剧，许多大党和老党经营数
十上百载，却—朝覆沉，“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背后向我们昭示了怎样的政党政治规律？世
界政党政治的实践给了我们哪些经验和教训？在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
利益关系和阶级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给巩固和扩大党的社会基础既造就了难得机遇，也带来了严峻
挑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怎样才能不断巩固和扩大党的社会基础？怎样才能为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
政治和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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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政党的社会基础——从阶级与群众的视角透视　　当今世界，尽管各国政治制度和意识
形态不同，但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运作都是通过政党来实施的，政党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政治现象，
政党政治已成为现代政治的普遍形式。而政党的产生、发展和消亡都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正如马克
思所说：“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
基础。”①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政党有其深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反映到社会群体方面，即是说
政党有其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它们是政党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力量。任何政党要取得政权
和巩固执政地位，必须有强大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对政党来说，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同属社会基
础范畴，二者各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功能，它们相互依存、互为补充。政党的阶级基础决定着政党的阶
级性，决定着党的理论、纲领、宗旨与目标。而政党的群众基础决定着政党能在多大范围内联系和影
响社会其他阶级、阶层或群体，群众基础决定着政党的社会影响力和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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