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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领导集体准确把握当代世界发展趋势，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继续坚持

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以改革创新精神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作用，村民

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面迈出新步

伐；不断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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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发展道路的实践与拓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是党

中央领导集体在新世纪新阶段深刻把握复杂

多变的国际国内局势、科学总结世界各国政治

发展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着力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而提出的。 在新世纪新阶段，
党中央领导集体准确把握当代世界发展趋势，
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继续坚持和拓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发展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1]

一、 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
推进党的建设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党

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党的建设方面取得的

重大认识和成果。 2000 年 2 月，江泽民在广东

考察时，首次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2001 年 7 月 1 日，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发表讲话全面阐述了“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2002 年 11 月 14 日，中国共

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并通过《中国

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写入新修改的党章中。 2004 年 3 月，第十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载入宪法。 科学发展观是与“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2003 年

7 月 28 日，胡锦涛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

指出，要更好地坚持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

续发展的发展观。2003 年 10 月，党的十六届三

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

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之后，
胡锦涛在多个场合进一步阐述这一新理论的

内涵和意义。 2004 年 3 月，胡锦涛在中央人口

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阐述了科学

发展观的内涵和基本要求。2007 年 10 月，胡锦

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

全面系统的阐述和论证。 同年 10 月 21 日，党

的十七大审议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

案）》，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 2012 年 11 月，
党的十八大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

案）》，在党章中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 党的各方面建设，

最终都要体现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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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能力上来。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以党的

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全面推

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2002 年 11 月，党

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

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2004 年

9 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

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全面部署

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各方面工作，对党

的 执 政 能 力 给 出 了 一 个 科 学 而 简 明 的 定 义：
“党的执政能力， 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

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

宪法和法律， 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

式， 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

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 ” [2] 2007 年 10
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新形势下党

的建设提出了总体要求和根本思路。 2009 年 9
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

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

总体要求、目标任务、重要举措，对加强和改进

新形势下党的建设作出战略部署，是指导党的

建设的纲领性文献。2012 年 11 月，胡锦涛在党

的十八大报告中对党的建设主线作了新概括，
首次提出了 “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

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建设学习

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

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

导核心。 [3](p.46)党的十八大首次以党代会报告的

形式，郑重向全党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

设科学化水平，并就党的建设的目标、总体布

局和具体工作思路作出一系列新的部署。
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是一场关系党

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 党的十六大

以来， 党中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深

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积

极成效。2005 年 1 月，党中央颁布《建立健全教

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

施纲要》，提出到 2010 年，建成惩治和预防腐

败体系基本框架。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把“坚持

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

针，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写入党章。

2008 年 6 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

和预防腐败体系 2008—2012 年工作规划》。 党

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指导

思想更为明确，工作思路更为清晰，为建立健

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和

实践基础。 [4]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从 3 个

方面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行了部

署。10 多年来，党的纪律检查工作逐步制度化、
规范化，先后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

条例（试行）》，修订发布《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党

内重要法规。 党内巡视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和

制度不断健全，巡视监督网络初步形成。 纪检

监察派驻机构统一管理，派驻机构的监督作用

进一步发挥。 廉洁从政行为规范进一步完善，
反腐倡廉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制度也进一

步健全。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党中央统一领导

下，全国纪律检查机关严肃查处违反党纪的案

件，2002 年 12 月至 2007 年 6 月， 全国纪律检

查机关共立案 677924 件，结 案 679846 件（包

括 十 六 大 前 未 办 结 案 件 ）， 给 予 党 纪 处 分

518484 人。 [5](p.114)党的十七大之后，党中央进一步

加强了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的力度，2007 年 11
月至 2012 年 6 月，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643759 件，结案 639068 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668429 人 。 涉 嫌 犯 罪 被 移 送 司 法 机 关 处 理

24584 人。 全国共查办商业贿赂案件 81391 件，
涉案金额 222.03 亿元。 [3](p.120)

二、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党的十六大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

完善和发展，保证了人民群众通过人民代表大

会行使国家权力，当家作主。 选举制度是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是

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保障。 党的十六大以

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对 1979 年通过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以下简称 《选举法》)进
行修正，完善直接选举中提名确定正式代表候

选人的方式，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

大代表，更好地体现人大代表的广泛性和代表

性。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深入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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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发挥代表作用加强常委会

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2005 年 5 月 26 日，中共

中央发出通知，转发《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

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

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强调：加

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制度建设，使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更好地发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工作

机关和代表机关的作用。 [6]全国人大常委会先

后 制 定 了 涉 及 6 个 方 面 的 13 个 配 套 工 作 文

件， 促 进 了 常 委 会 工 作 的 制 度 化 和 规 范 化。
2006 年 8 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

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

督法》， 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实现了规

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积极探索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新途径，法律草

案公布实现常态化。 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草案

原则上都在中国人大网上公布， 重要法律草

案还在主要新闻媒体上公布， 广泛征求社会

各界的意见。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

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

域的重要体现。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

同各民主党派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

断完善，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作

用得到充分发挥。2004 年初，胡锦涛作出指示，
提出要认真总结多党合作实践的好经验、好做

法，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根据这一

指示精神，2005 年 2 月，中共中央正式颁发《中

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 文件共

分 7 个部分 36 条。 这是继 1989 年 12 月颁发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以来，进一

步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重大

举措。 人民政协作为最早制度化的协商民主形

式，在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2006 年 2 月，中共中央颁发《中共中央

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 《意见》将政

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这就使政治协商成为党

和政府公共决策的必经程序，进一步提升了人

民政协的政治地位和作用。 2009 年 9 月，在庆

祝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成 立 60 周 年 大 会

上，胡锦涛明确肯定了像人民政协那样“在重

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 是我国社会主义

民主的重要形式。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政府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

渠道作用。2008 年至 2012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共开展各类协商

活动 420 多场次。 2010 年以来，全国政协共收

到提案 16743 件，其中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

工商联提案 882 件，召开 6 次专题议政性常委

会和专题协商会， 进行 296 次调研视察活动。
中共中央在作出重大决策前，一般都邀请民主

党派主要领导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召开民主

协商会、小范围谈心会、座谈会等，通报情况，
听取意见，共商国是。 [7]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保障人民群众直接

行使民主权利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党的十六

大以来， 以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为重点，我

国 基 层 民 主 政 治 建 设 的 政 策 措 施 不 断 完 善。
2003 年 5 月，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民政部等

10 部门组成的全国村务公开协调小组成立，致

力于开展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推进村务公

开和民主管理，完善村级民主监督实践。 2004
年 5 月 28 日， 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政治局

会议，研究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

度，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

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代拟稿）》。 6 月 22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

见》， 对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进行全面部

署，提出明确要求。 此后，各地普遍建立了以

《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为主要内容的

民主管理制度，以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为

主要形式的民主决策制度以及以村务公开和

民主评议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制度，使村民

自治的法治化管理水平明显提高。 [8] 2008 年 10
月 12 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

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

出要：“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 加强基层政权

建设，扩大村民自治范围，保障农民享有更多

更切实的民主权利。 推进村民自治制度化、规

范化、程序化。 [9] 2009 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

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通知》，就

选举前准备工作、选举程序、选举后续工作、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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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组织领导等方面提出了规范性要求。 [10] 2010
年 10 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村民委员会

组织法，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了村委会成员的选

举和罢免程序。 [11] 2013 年 5 月，民政部印发了

《村民委员会选举规程》，明确了村民委员会选

举程序和场地要求， 旨在深入推进以直接选

举、公正有序为基本要求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工

作实践。 截至 2012 年底，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已

开展了 8 至 9 轮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 全国

98%以上的村委会实行了直接选举， 村民平均

参选率达到 95%。 全国 95%的村实现村务公

开，90%以上的县制定村务公开目录，91%的村

建立村务公开栏。2010 年至 2012 年，全国绝大

多数城市社区开展了新一轮换届选举，直接选

举率在 30%以上。 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女性成

员达到 49.42%。通过居民会议议事协商和民主

听证等形式，社区各类主体都可以平等参与社

区公共事务和民主决策。 [7]

三、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迈出新步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永葆本色的法制根基，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创新实践的法制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兴旺发达的法制保障。2002 年 11 月，党的

十六大重申了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的要求，再

次明确提出到 2010 年要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 到 2010 年底，我国已制定现行有

效法律 236 件、行政法规 690 多件、地方性法规

8600 多件，并全面完成了对现行法律和行政法

规、地方性法规的集中清理工作。 [12]一个立足中

国国情和实际、 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以宪法为

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

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为主

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3 个层次的

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

期形成。 [13]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史

上的重要里程碑，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

的历史意义。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

出，要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

法途径”。

党的十六大以来，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

革稳步发展。2002 年 11 月，党的十六大作出了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战略决策。从 2003 年 9
月 29 日到 2004 年 4 月 26 日，再到 2007 年 11
月 27 日， 胡锦涛在 3 次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

学习时，都对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了要求。 经党

中央同意， 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成立，
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日常工作。2004 年底，中

共中央转发了《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

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提

出了改革和完善诉讼制度、 诉讼收费制度、检

察 监 督 体 制 等 10 个 方 面 的 35 项 改 革 任 务。
2008 年 12 月，党中央转发《中央政法委员会关

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

意见》，围绕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落实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加强政法经费

保障 4 个方面，提出了 60 项改革任务。 新一轮

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开启。 主要改革

内容包括政法经费保障、 司法职权重新配置、
规范司法行为、落实宽严相济政策、加强政法

队伍建设等方面。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进

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

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这是我们

党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的高度，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 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具体要求。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步入人权发展最

好的时期之一”，[14]中国保障各项人权的法律制

度不断完善。 依法保障人权，是中国人权事业

发展的重要基础。 “人权入宪”后的几年间，我

国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的原则，基本建立

起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保障人权法律体系。 2012
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写入“尊重和保障人

权”内容，并在证据制度、辩护制度、强制措施、
侦查措施、审查起诉、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的修

改完善和增加规定特别程序中，贯彻了尊重和

保障人权的精神。 这是中国人权事业的重大进

步。 2012 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进一步保障

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完善了起诉和受理程序、
开庭前准备程序、简易程序、审判监督程序和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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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序，完善了保全制度、证据制度和裁判文书

公开制度，增加了公益诉讼制度、对案外被侵害

人的救济程序。 中国在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也

不断取得新进展。 为了有效实施修改后的刑事

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联合

发布 《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修

改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公

安部全面修改了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

规定》。 2010 年 10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

确定司法公开示范法院的决定》，分两批确定全

国 200 所法院为“司法公开示范法院”并发布了

示范法院标准。 2011 年，公安部与卫生部联合

下发《看守所医疗机构设置基本标准》，改善被

羁押人的居住、 生活和医疗条件。 2012 年 10
月，公安部出台《公安机关执法公开规定》，全面

规范公安机关执法公开工作。 [7]

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增强政府服务职能，首要的是深化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 2001 年 9 月，国务院成立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领导同志担

任领导小组组长。 党的十六大以后，国务院进

一步充实和加强了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2003
年 10 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

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

问题的决定》，《决定》 强调：“加快转变政府职

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党的十七大以

来，为适应国务院机构改革的需要，取消了原

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成立

了由监察部牵头、中央编办和发展改革委等 12
个部门组成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部际联

席会议， 负责继续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 十年来，国务院部门的审批项目先后进行

了五轮全面清理。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五

年中分两轮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 498 项，
国务院各部门取消和调整的审批项目总数达

到 2497 项， 占原有审批项目的 69.3%。 各省

（区、市）本级共取消调整审批项目 3.6 万余项，
占原有审批项目总数的 68.2%。在取消、调整行

政审批项目的同时，对国务院部门拟新设的行

政审批项目进行了严格把关。 党的十七大以

来，联席会议办公室先后对 40 多部法律、行政

法规起草修订过程中涉及的 60 多项拟新设或

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 提出了明确的审核意

见。 中央先后制定了《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贯彻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的五项原则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关于进

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 等 40 多

个政策规定和相关文件，明确了改革的指导原

则、基本思路、工作目标和方法步骤，使改革工

作有章可循。 据统计，至 2012 年，全国已建立

行政审批配套制度 8000 余项。 以行政许可法

为核心，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相配套的行政审批

法规制度体系已基本建立。
“大部制”改革的思路，是对中国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市场经济发

展的一个新举措。 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央积极

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完善行

政运行机制。 2003 年 3 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改革后，国

务院组成部门变为 28 个。 [15]随后，参照国务院

机构改革的做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从实际

出发， 因地制宜地推进机构调整和职能整合，
可以上下对应，也可以不完全对应。 省以下政

府机构的改革，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

府研究确定。 这次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解决了地

方 行 政 管 理 体 制 中 的 一 些 突 出 矛 盾 和 问 题。
2007 年 10 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大

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

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 2008 年 3
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审议批准了新的国务院机

构改革方案。 这次改革涉及调整变动的机构共

15 个，正部级机构减少 4 个。改革后，除国务院

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设置 27 个。2008 年

9 月起， 新一轮省级政府机构改革在全国顺利

推进。 为此，党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地方

政府机构改革的意见》。 各省（区、市）政府厅局

级机构得到不同程度的精简，全国共减少厅局

级机构 80 多个。 此后，各地积极统筹推进市县

政府机构改革， 并于 2009 年底前基本完成。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继续“稳步

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 2013
年 3 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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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方案》， 开启新一轮大部制改革。 这次改

革，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 4 个，其中组成部

门减少 2 个， 副部级机构增减相抵数量不变。
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设置组成

部门 25 个。 [16]

推进依法行政，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

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保证。 2003 年 3
月新一届国务院组成后，立即修订《国务院工

作规则》， 将依法行政确立为政府工作的 3 项

基本准则之一，并明确规定依法行政的核心是

规范行政权力。2004 年 3 月，国务院发布《全面

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经过 10 年左右

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

标。 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

的行政执法体制基本建立。 科学化、民主化、规

范化的行政决策机制和制度基本形成。 [17]纲要

标志着我国依法行政工作进入了全面深化阶

段。 此后，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围绕建设法

治政府这一目标，在推进依法行政方面采取了

一系列重大举措。 [18] 2008 年 6 月，国务院发出

《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2010 年

8 月，国务院召开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强调

要继续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 2010 年

10 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

府建设的意见》。 《意见》规定了提高行政机关

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

能力、加强和改进制度建设、坚持依法科学民

主决策、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全面推进政

务公开、强化行政监督和问责、依法化解社会

矛盾纠纷等 7 个方面的任务。 [19]《意见》对加快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作出了全面规划，是新形势

下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和

执行力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成功开辟和坚持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

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 党的十六大以

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

进展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

路,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的符合我

国国情和实际的唯一正确道路, 是独具特色充

满活力的政治发展道路。 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

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 必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

改革,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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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social problems and a new multiple participation form to mobilize all kinds’ strength. Social governance more emphasizes the social
vigor and Self-regulation, self–cure ability of society. The key problem is deal well with relation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The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and society responsibility would be clearly in the progress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system.
In the practice of innovation, we will creative a new social management system with responsible government and vitality society.（LI Qiang）
The Advantages and Focu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dministration System：The modernization on national system
of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 is the new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theory which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uling law of our
Party in the new Chines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he law of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the law of the Party’s ruling power.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n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management needs to focus on the key link, insist to liberate a thought further as the
premise to establish the basic concepts of governance; to correctly handle the government, market, social relationship as the core to coordinate
the management of the main matching;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Party’s ruling ability construction as the key point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governance performance.（JIANG Jun-shi LI Zheng）
Socialism Core Values and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The Experience after Learning a Series of Speaking by Xi
Jinping：A series of speaking by Xi Jinping such as The Youth Consciously Set up Socialism Core Values elabo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ism core values and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cultivating and developing socialism core valu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refore, we should realize that cultivating and developing socialism core values must root in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understand that the fundamental connotation and basic method of root in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We
should truly achieve that root in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o cultivate and develop socialism core values. And henceforth, Chinese
nation can stand towering in world nation community.（CHEN Ze-huan, MA Tian-yuan）
The Practice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New Century：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central leadership collective of CPC pushes forward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and gets many significant progresses in
developing socialistic democratic politics. These progresses including carry forward the innovation spirit and push on the CPC construction;
Uphold and improve the systems of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CPPCC’s role in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institutionalization,
standardization and proceduralization of the villagers autonomy; improve the socialist legal system and run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and
build a socialist country under the rule of law;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and the administration reform. （JI
Wen-bo）
Considerations 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Cultural Identity of City S
in Northern Anhui：In recent years,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have strengthened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rural areas, which has made a
marked improvement in rural cultural environment. But rural cultural consumption has kept going down. By the field surve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culture in the City S in northern Anhui, the writer found: the general status quo is fine but
construction subjects are seriously absent; traditional rural cultural identity is being disintegrated in the impact of modernity. Therefore, in
the future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culture, we should develop the rural economy vigorously and shift the focus back to itself.
We also develop farmers’ cultural awareness and build the modern rural cultural identity by means of organic fusion of the modern and
traditional.（SHEN Yu-mei, FU Wen-xue）
The Recognition and Relearning of the Marxism Circulation Theory：Marx has made five kinds of definitions of circulation. They fall
into three categories: the first category shows the relation between exchange and circulation; the second category is defined according by the
relationships of the owners of commodities; the third is defined by mediums of the different stages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s of objects, Marx had divided circulations into four categories—commodity circulation, currency circulation,
capital circulation and the circulation of the general social capital. He also creatively classify aggregate social product into two types, the
constant exchange, which from the two types and all departments within society, contribute to the constant circulation of the general social
capital. There are three equations that reflect three very important equilibrium relations or three very important circulation channels. That is
the basis of integrated balance for national economy, and also shows the basic distinctions between Marx’s macroeconomic theory and the
western macroeconomic theory.（YANG Sheng-ming）
Researches on the Core of Marxist Economics—Also Commenting on Six Grand Theories of America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Establishing the core of Marxist economics is the first problem should be solved. Using the viewpoint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judge an idea or a opinion whether belonging to Marxist economics need three criteria: whether it adheres to
Labor Value Theory, whether it insist to eliminate of private ownership, whether it use viewpoint of class and class analysis, whether it agree
with the socialist will replace the capitalist. The researches of six grand theories of America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have been reflected
the core of Marxist economics.（ZHANG Xing-ning）
Eco -socialist Thoughts about the Socialist Ecological Problems and Its Inspiration：Both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may cause
ecological problems as long as people use nature and dispose waste improperly. Eco-socialist argue that the common roots of ecological
problems are lie in the domination of nature, economic growth, bureaucracy and high consumption, but they also argue that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of the socialist countries have their special reasons: trying to catch up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quickly, ensuring employment and
so on. All of these can be given as inspiration: develop the productive forces but not to be productivism; improve the standard of living but not
to pursuit high consumption; give play to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s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CHEN Yong-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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