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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党务建设》

前言

　　基于2003年北京机械工业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学位授予权学科被批准为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
，我们策划出版了这套丛书。　　2004年8月，北京机械工业学院与北京信息工程学院合并筹建北京信
息科技大学。　　北京机械工业学院工商管理分院2004年建立了知识管理实验室，2005年建立了北京
地区第一个实验经济学实验室，2005年8月主办了中国第一次实验经济学学术会议，2005年12月获
得2005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一项，2006年4月获得北京市第九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两项
。2006年5月，工商管理分院的知识管理研究团队被批准为北京市教委人才强教计划学术创新团队
；2006年10月，工商管理分院被批准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北京知识管理研究基地。　
　2006年12月，北京机械工业学院工商管理分院与北京信息工程学院工商管理系、经济贸易系经贸教
研室合并成立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08年3月，企业管理学科被批准为北京市重点建设学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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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电子党务建设》考察了电子党务与信息时代政党政治的关系，探讨了电子党务建设对中国共产
党肩负的历史重任、执政能力建设、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管理的创新的重要作用，阐述了中国共产党
电子党务建设的目标、原则和战略策略以及电子党务系统的建设和维护。适于党务工作者、理论工作
者以及关注电子党务的高等学校、党校和干校的教师和学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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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建兰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行政管理学。以主持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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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有《美国州议会》  （第一作者）和《中西北民族地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第一作者）等。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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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电子党务与信息时代的政党政治　　第一章　政党和政党政治的发展　　第一节　政党
和政党政治　　一　政党和政党政治的概念　　政党是由代表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共同意志、共同利益
的积极分子，为取得政权和影响政权而组织起来的政治组织。政党最早产生于英国、美国和法国。自
此以后的300多年来，各种各样的政党不断产生、演化，发展到今天，除了20多个国家，由于种种原因
禁止政党存在和活动外，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存在着各类政党5000多个。这些政党各自占
据着不同的地位，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中有1000多个政党在各国的政洽结构中，据着重要的地位，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据此我们可以断言：现代社会的政府是政党政府、现代社会的政治是政党政治，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虽然世人已经公认政党政治是当今政治的普遍现象，但对于什么是政党政治
，人们却有许多不同的理解，学术界也因而有一些争议。　　有些人把政党政治限定在资本主义民主
政治的范畴之内，似乎政党政治是一种不好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在以前出版的许多工具书中，对政
党政治的解释往往是贬义的。例如，在《辞海》中，政党政治被界定为“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议会或总
统竞选，由资产阶级政党轮流执政或联合执政的一种政治制度。”在《政治学词典》中，政党政治被
界定为“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的总称。通常指通过议会和总统的定期选举，由取得多数议员席位或
当选总统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组织政府的一种政治制度。”在《世界政党辞典》中，政党政治被界定为
“资本主义国家政党之间的斗争。平时主要表现为竞选、议会内和政府内的党派斗争，以及代表劳动
人民利益的政党同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斗争。它既反映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又反映统
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后来，人们对这种概念作了一些修改，把政党政治看做是一种中性的定义
。但在定义中又简单地把它与现代社会的政党制度视为同一个东西。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政治
学原理》一书中：“政党制度又称政党政治，是指一个国家通过政党行使国家权力和干预政治的一种
政治制度。”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政治学概论》中，政党政治被界定为：“当代各国的政治，
除极少数特殊情况外，几乎没有不通过政党来进行的，但进行的方式则各有不同。这种不同的方式，
通常称为政党制度或政党政治。”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政治学概论》中，政党政治被界定
为：“所谓政党制度（或称政党政治），指的是一个国家通过政党进行政治活动的方式或状态。”在
《外国政治制度与监察制度概要》中，“政党制度亦称政党政治制度或政党政治。它是通过政党领导
或控制国家政权、干预政治的一种制度的通称。各国政党根据各国不同的具体环境和条件，往往采取
不同的控制政权及干预政治的手段和形式。”　　除以上两种定义外，一些人对政党政治提出了第三
种定义。在中国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政党政治被界定为：“政党政治，通常指
一个国家通过其政党行使国家政权的形式。广义包括各国政党为实现其政纲和主张而展开的一切政治
活动和斗争。”近年来，第三种定义得到了比较多的人的赞同。《重新界定“政党政治”》一文中认
为：“政党政治是政党干预政治、由政党领导和控制国家政权的一种政治状态和机制。”黄宗良先生
在《现代政党政治的产生和变化》一文中用描述式的方法把政党政治视为国家通过政党来实施的政治
运作。王楷等四人在《政党政治、政党制度与政党监督》一文中提出：“政党政治是指由政党执掌国
家权力并在政治体制的运作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政治。”《学术论坛》2004年第1期发表的《政党政治与
政治文明论略》一文认为：“政党政治，从狭义上讲，是指一个国家的政权通过政党来行使；从广义
上讲，则是指政党掌握和参与国家政权，并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和国家事务及其体制的运行中处于中
心地位的政治现象。”《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4期《政党政治与政党制度论》一文也提出：“政党政
治是指由政党影响国家政权，并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政治⋯⋯”在这一类定义中，也
有一些不同。例如，在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上，有的认为政党制度是政党政治的表现形式和实现形式
。有的认为政党制度是属概念、下位概念，政党政治是种概念、上位概念。这种分歧，还有待通过争
论来解决。但分歧的双方都试图把政党政治与政党制度分开，是值得肯定的。　　上述定义中的第一
种，把政党政治仅仅视为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范畴之内的东西，显然是与现实不相吻合的。资本主义
社会有政党政治，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也有政党政治。政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居于中心地位
。政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也居于中心地位，在某种意义上，政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生
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高于政党在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后，布
尔什维克就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合作过一段时期。只是不久“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了
苏维埃，致使合作未能长久。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同作为参政党的中国民主党派坚持了长期合
作。所有这一切说明，把政党政治看做是资产阶级民主范畴之内的东西，从理论和现实上都是不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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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述定义的第二种，把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看做是同一个东西，也是不妥当的。政党政治是人类
历史发展进程中，由政党掌权并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政治。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既有
发展又发展不够充分的产物，是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政党制度则是一个国家内政
党结构及其活动规范的总称。政党政治不仅包括作为静态的政党结构和政党规范，而且还包括作为动
态的政党的政治行为、政治运作和政治态势。显然，无论从内涵还是外延上，政党政治的概念都要比
政党制度的概念更为宽泛和深入，政党制度也无法等同于政党政治。相比之下，对政党政治所下的第
三类定义比较可取。这是因为该定义不仅概括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现象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
政治现象，而且比较有利于人们区分政党政治与政党制度，使人们既能看到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关系，
又能把握二者之间的区别，不至于将二者相混淆。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定义实际上指出了政党政治的
基本含义，即：政党通过各种方式参与政治活动，就国内外重大政治问题发表意见，对国家和社会生
活施加影响；政党通过领导和掌握国家政权或者参与对国政权的领导和掌握贯彻实现党的政纲和政策
，使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政党政治的主要内容有：政党与政权、
政党与政党、政党与其他社会组织以及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机制，政党制度以及政党的存在和
活动方式。　　二　政党政治的基本特征　　政党政治有许多特征，其中最基本的特征主要有以下五
个。　　（一）控制和影响政府活动方向和活动内容是政党政治的主要目标　　政党是一定阶级或阶
层的利益的集中代表。政治权力则是一定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谁掌握政治权力，
谁就从根本上得到了实现本阶级或阶层的意志的权利。正因为如此，政党政治的主要目标就是控制和
影响政府的活动方向和活动内容。政党与一般的社会团体、社会组织的根本区别也在于此。政党的产
生、政党的演变、政党的活动也完全说明政党政治的主要目标就是控制和影响政府活动的方向和内容
。　　（二）政党政治的主要内容是取得政权和执掌政权　　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公民个人，还是
由公民组织的社会组织和团体，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或在一定范围内参与政治活动，如参加选举、提出
政治诉求等。但它们活动的主要内容仅限于要求政府在某一方面采取具体行动以维护该组织及其所代
表的人员的具体利益。政党组织与一般的社会组织和团体有很大的不同。从政党政治的角度看问题，
我们可以发现，政党组织虽然也会在许多领域的各个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诉求，但这并不是他们
在政党政治中的最终行为，他们常常把这些具体的政策诉求作为取得政权和执掌政权的跳板。从这点
来看，取得政权和执掌政权则是政党政治的主要努力方向和主要活动内容。正因为如此，虽然在一些
国家，有些政党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未能取得政权或参与政权，但他们的整体活动都是围绕取
得政权和执掌政权而展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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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价格实惠,帮同学买的，她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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