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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学术专著，从民盟参政议政的工作出发，阐发论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容、建构与发展
，从新的角度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优越性。全书分为发轫篇、实践篇
与展望篇，对于各民主党派的工作都具有理论指导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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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平，男，汉族，1953年11月出生，山西新绛县人，1982年8月在山西师范大学获学士学位，1986年7月
加入民盟。现任中国民主同盟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山西省委员会第十届主委、一级文学创作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副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主
席、山西省电影家协会名誉主席。

Page 3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研究》

书籍目录

序
发轫篇
第一章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在中国的产生与演进
一、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文化基因
二、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特质
三、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演进进程
延伸阅读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对协商民主的探索和实践
第二章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相关概念
一、民主协商、协商民主、票决民主、选举民主
二、政治、经济、文化协商及其他领域的协商
三、党际、党群、政社、官民政治协商及其他类型的政治协商
四、人大、政协、政府、统战平台政治协商及其他平台的政治协商
五、多式多样的政协政治协商
第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的异同
一、中西协商民主发展的历史进程不同
二、中西协商民主的内涵不同
三、中西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不同
四、中西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不同
五、中西协商民主的价值取向不同
六、中西协商民主的相同点
七、中西协商民主差异性对构建我国协商民主制度的启示
实践篇
第四章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与创新
一、中国的协商民主实践：发展与意义
二、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的运行层次
第五章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优势与特征研究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合作特征
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优势
第六章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构建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构建的基本原则
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组织结构和制度构建的主要
三、民主党派参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运行机制
第七章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政治价值和主要经验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政治价值
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主要经验
第八章  参政党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中的地位及作用
一、民主党派参与协商民主过程的启示
二、现阶段参政党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中的地位和应发挥的作用
三、参政党自身的努力方向和发展建议
展望篇
第九章  进一步推动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一、政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二、推进政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需要
重点把握的几个问题
三、近年来各地对政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的有益探索
第十章  进一步建立政府公共决策的协商机制
一、政府公共决策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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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公共决策协商的实践总结
三、健全政府公共决策协商机制的建议
第十一章  努力创新基层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
一、当前基层协商民主的几种主要实现形式
二、基层协商民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三、创新基层协商民主实现形式的途径
第十二章  扩大协商民主主体：从社会精英到普通公民
一、扩大协商民主主体的重要意义
二、扩大协商民主主体所面临的问题
三、扩大协商民主主体的主要途径
第十三章  信息网络时代的协商民主发展
一、信息网络对协商民主发展的影响
二、信息网络时代协商民主发展的新态势
三、信息网络时代民主党派实践协商民主的新思路
第十四章  法治视角下的协商民主建设
一、法治是推进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保障
二、协商民主对完善法治具有独特的作用和价值
三、协商民主建设的法治困境探析
四、加强法治建设，以“法”推动协商民主建设健康发展
第十五章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体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及政治基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内容体系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成就和面临的主要问题
四、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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