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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化体制与和谐体制》

内容概要

《一元化体制与和谐体制》讲述了：与苏联相比，中国对一元化体制进行了成功的改革。形成了和谐
的社会主义体制。和谐体制主要由和谐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总体制等构成。中国
之所以能取得体制转型的成功，在于改革开放中经过长期积累所形成的纠偏机制。这种机制是由人民
群众首创精神的肯定机制、领导人的开拓精神、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吸纳机制等诸多力量合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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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添才，男，1967年10月出生。200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共运和科学社会主义号业，获法学博
士学位。现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政法学院院长、硕士生导师，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会员，中国科学社
会主义学会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理事，安徽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苏联和中国
问题研究，著有《马克思主义著作选读》等书，参编专著两部。先后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译文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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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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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一元化体制的建构　　第一节 仓促的选择　　一、革命胜利之初的松散体制　　十月社
会主义革命以白驹过隙的速度胜利了。这场革命的胜利对于大多数布尔什维克而言，来得太快、太突
然了。在经过了初期的惊喜后，布尔什维克对苏俄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相应体制的建构进行了不懈的探
索。　　为了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在各方面采取了诸多有力措
施。　　在政治方面，由于社会革命党拒绝讨论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机关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提出
的非常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建议，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的纲领，拒绝承认《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
》，拒绝承认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1918年1月6日（公历1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解散
立宪会议的法令；坚决废除了临时政府的各级机构，建立健全了苏维埃国家机关；通过发布《和平法
令》、《告前线书》、撤换反动将官、向军队派出领导人员、改选各级士兵委员会及其他坚决措施，
布尔什维克掌握了军队。在战争状态下，这对于巩固革命成果，促进苏维埃政权在全国的胜利极端重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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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是严苛的评判者更是公正的评判者。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在一元化体制向和谐
体制转型的尝试中　没能够继续创造奇迹。而在东方一个古老的国度却独辟蹊径，实现了由一元化体
制向和谐体制的转型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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