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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哲》

内容概要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哲学》，本书包括第一章 导论、第二章 科学认识执政环境、第三章 
执政理念与领导价值观、第四章 执政方式与领导机制等。

Pa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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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导论
  一、新中国的建立与党的领导理念的价值转型
    (一)从推翻旧政权到掌握、巩固新政权
    (二)从破坏一个旧世界到建设一个新世界
    (三)从局部范围内执政到全国范围内执政
  二、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及其党的领导哲学的历史演进
    (一)建国大纲的制定与党执政的领导哲学理念
    (二)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与党的领导理念的变革和偏差
    (三)邓小平理论与党的领导哲学思想的重大历史飞跃
    (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领导哲学思想特点
    (五)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领导哲学思想的新贡献
  三、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领导价值取向
    (一)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二)以提高领导发展的能力为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
    (三)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执政能力建设的根本要求
    (四)以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执政能力建设的政治目标
  四、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哲学的研究思路
第二章  科学认识执政环境
  一、党执政必须科学认识执政环境
    (一)执政党的主体意识及认识执政环境的重要性
    (二)认识执政环境与提高执政能力是辩证统一的过程
    (三)适应和优化执政环境是执政党成熟的标志
  二、党的执政环境的历史嬗变
    (一)执政环境研究的内容及其分类
    (二)中国共产党执政环境的历史变迁
    (三)我们党认识执政环境的基本经验
  三、中国共产党执政环境的时代特征
    (一)新时期党的执政环境的有利因素
    (二)新时期党的执政环境的不利因素
  四、执政环境与党的历史方位
    (一)深刻认识党的执政环境与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
    (二)党的历史方位与党执政的历史任务
    (三)优化执政环境与提高执政能力
第三章  执政理念与领导价值观
  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
    (一)从领导的社会属性看执政党的价值取向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与我们党的政治价值目标
    (三)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
  二、以“执政为民”为根本价值取向
    (一)“执政为民”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根本价值取向
    (二)“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基本执政经验
    (三)“以人为本”与“执政为民”理念的时代新内涵
  三、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取向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价值取向的确立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取向的确立
    (三)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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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社会
    (一)先进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二)提升文化软实力，激发文化创造力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先进文化的灵魂
    (四)不断提高建设先进文化的能力
  五、以“和谐”为社会建设的价值理念
    (一)“和谐”理念：我党执政理念的重大转折
    (二)“和谐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三)“和谐世界”：对构建世界格局的新贡献
    (四)不断提高构建和谐社会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第四章  执政方式与领导机制
  一、执政方式的变革要适应时代发展和实践的需要
    (一)我们党执政方式的形成及原因探析
    (二)执政方式的变革及其指向的核心问题
    (三)改革和创新执政方式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二、把握执政规律，不断提高科学执政的能力和水平
    (一)在实践中认识和准确把握执政规律
    (二)按照执政规律科学地实施治国理政
    (三)科学执政还需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执政水平
  三、强化执政宗旨，加快推进民主执政的制度化进程
    (一)民主执政解决了为谁执政、靠谁执政的问题
    (二)只有民主执政才能保障历史使命的实现一
    (三)执政中要推进民主竹制度化和规范化
    (四)在推进党内民主的基础上扩大人民民主
  四、坚持依法执政，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一)依法执政是我们党执政的基本方式
    (二)提高依法执政能力是一项长期任务
    (三)依法执政实现党的领导方式的深刻转变
    (四)要处理好依法执政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第五章  执政方略与领导辩证法
  一、总揽全局，统筹兼顾，协调各方
    (一)总揽全局：执政党重要的战略思维能力
    (二)统筹兼顾：执政党重要的战略谋划能力
    (三)协调各方：执政党重要的战略执行能力
  二、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一)以系统思维的方法准确把握三者关系  
    (二)在实践中动态调整三者关系的战略重点
  三、社会多样化与执政党的社会矛盾观
    (一)中国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复杂性
    (二)把握处理复杂社会矛盾的领导艺术
  四、妥善处理社会政治关系的领导艺术
    (一)妥善处理政党关系的领导艺术
    (二)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的领导艺术
    (三)妥善处理宗教关系的领导艺术
    (四)妥善处理阶层、海内外同胞关系的艺术
第六章  执政绩效与领导评价
  一、政绩观与执政绩效的评价
    (一)政绩观的历史性与时代性
    (二)政绩观与执政绩效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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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执政成本与执政绩效的政治考察
    (一)关于执政成本的分析
    (二)关于执政绩效的分析
    (三)科学发展与执政绩效
  三、人民群众是执政绩效评价的主体
    (一)执政绩效评价的人民性
    (二)执政绩效评价的异体性
  四、绩效评价最终标准：是否推动社会历史进步
    (一)执政绩效评价的技术标准
    (二)执政绩效评价的根本标准
    (三)执政绩效评价的事实考量
    (四)执政绩效评价的价值考量
    (五)社会历史进步是执政绩效的最终标准
第七章  执政主体与领导文化
  一、坚定信仰，始终忠诚于马克思主义
    (一)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是建设执政党领导文化的根本
    (二)建设学习型政党，创斯执政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机制
    (三)践行核心价值体系，是执政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关键
  二、改革创新，始终保持党的生机和活力
    (一)着力建设高素质领导班子，提高党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
    (二)着力培养优秀领导人才，提高党的队伍的创造活力
    (三)着力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三、完善制度，始终保持党的高度团结与统一
    (一)健全完善党的制度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二)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是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
    (三)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四、以人为本，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一)以人为本，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以人为本，弘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领导作风
    (三)以人为本，坚持以优良党风促政风、带民风
  五、居安思危，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一)增强忧患意识，建设长治久安的执政党组织文化
    (二)坚持反腐倡廉，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制度体系
    (三)加强自我修养，形成领导者廉洁自律的自觉行为方式
第八章  执政智慧与领导方法论
  一、党的领导方法论的思想精髓
    (一)实事求是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二、党的领导方法论的眼界胸襟
    (一)宽广的世界眼光，深邃的历史眼光
    (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三、党的领导方法论的战略理念
    (一)重点突破与全面推进
    (二)渐进性改革与历史性飞跃
    (三)独立自．主与国际合作  
  四、党的领导方法论的辩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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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理论指导与实践第一  
    (二)总结历史与开辟未来
    (三)把握规律性与富于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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