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较政党制度》教学大纲

课程中文名称：比较政党制度

课程英文名称: Comparative Study of Party System

课程号：405020322

课程属性：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春

总学时：36 学时（课堂授课学时：×学时；实验学时：×学时）

学分：2

先修课程：外国政府与政治,比较政治学

面向对象：政治学专业/国际政治专业/行政管理专业/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开课院/部(室/所)：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政治学专业/国际政治专业/行政管理专业/公共事

业管理专业等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比较各类政党和政党制度的目的是吸收借鉴、为我所用、完

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2、通过各种类型和各种模式政党和政党制度的比较及其政

党与议会、政府、司法关系的比较分析,了解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3、注重吸收国内外

最新理论成果，使学生了解中西方政党学的历史、现状及未来走向；4、关注中国政治体制

改革、党的建设、政治文明建设中的热点问题，培养学生的理论分析判断能力和世界眼光。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政党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全面了解当代世界主要国

家的政党制度和政党的基本概况，掌握政党的基本理论,掌握各主要国家政党制度、政党政

治的特点及发展规律、趋势，掌握各主要国家之间在政党制度方面的区别及其内在原因，提

高对政党政治、分析政党问题思维水平。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6 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比较与比较政党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政党制度比较的价值。

2．政党制度比较研究的方法、比较政党的意义。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外政党发展的历史和政党政治的一般规律。

2．掌握并能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根

本方法。

3．掌握西方政党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

作业：1.比较政党制度的价值取向？



2.学习政党制度比较的现实意义？

3、比较政党制度的研究方法？

知识单元 2：世界主要政党与政党制度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政党与政治社会。

2．政党制度与政党政治。

3．西方政党与政党制度。

4. 后发国家政党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政党的产生和发展历史。

3．掌握西方政党制度的特点、类型和一般规律。

3. 中国政党制度的内容和特点

4. 掌握当代政党与政党制度的发展趋势。

作业：

1．政党的涵义？

2．政党的组织结构是什么？

3．政党的类型有哪些？

知识单元 3：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作用。

2．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政党理论。

3．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中国化。

4．西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马克思关于政党发展一般规律。

2．掌握从马克思到列宁的政党理论。

3．掌握马克思政党理论的中国化。

4．掌握西马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

作业：

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如何论述无产阶级政党的？

2．毛泽东到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政党理论是什么？

3．卢森堡、葛兰西等人西马代表人物的政党理论是什么？



知识单元 4：西方主要政党理论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西方国家主要政党理论。

2．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

3．西方政党制度的新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国家基本的政党与政党制度。

2．主要代表人物关于西方政党及其制度的观点。

3．当代西方政党与政党制度最新发展。

作业：

1．西方国家普通民众与政治精英对政党的认识？

2．西方学者对政党及其制度的主要观点？

3．绿党等新型政党组织对西方政党制度发展的意义？

知识单元 5：中外政党与制度的比较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中西方政党与议会的关系。

2．中西方政党与政府的关系。

3．中西方政党与人事、司法及军队的关系。

4．政党与社会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外政党与政党制度区别。

2．了解中外政党制度不同的形成环境。

作业：

1．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特色是什么？

2．西方政党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是什么？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

时
备 注

1. 1：绪论 比较与比较政党制度 3

2. 2：西方政党与政党制度 3

3. 2：后发国家政党制度 3

4. 3：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政党理论 3

5. 3：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中国化 3

6. 3：西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 3

7. 4：西方国家主要政党理论 3

8. 4：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 3

9. 4：西方政党制度的新发展 3

10. 5：中西方政党与议会的关系 3

11. 5：中西方政党与政府的关系 3

12. 5：中西方政党与人事、司法及军队的关系 3

13.

14.

15.

16.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理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外国政府与政治、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

政治思想史

后续课程：比较政治学、比较内阁、比较议会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中国政党制度、西方政党制度、发展中国家政党制度、马克思经典理论家的重要

论述。

难点：政党形成的历史原因、政党制度形成原因、民主与政党制度的关系、政党与国家

关系、政党与社会关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启发式互动教学。

2.学生讨论与教师主讲结合。

教学手段：

1.直观教学法，投影关于政党政治音视频。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电脑、投影。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以理论书籍阅读为主，结合自身实践，掌握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

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课堂讨论、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

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主讲老师自编内部讲义，仅供参考。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梁琴、钟德淘：《中外政党制度比较》，商务印书馆，2000 年。周淑真：《政党和政党

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

（二）推荐参考书

1. 梁琴、钟德淘：《中外政党制度比较》，商务印书馆 2000 年。

2. 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3. 施雪华：《政党政治》，香港三联书店，1993 年。

4. [日]冈泽宪芙：《政党》，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1 年。

5. 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年。

6. 萧超然 晓韦主编：《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7. 齐 彪:《当代世界政党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8. 赵晓呼主编：《政党论》，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

9. 张玉法：《民国初年政党》，岳麓书社 2004 年。

10. （美）弗兰泽奇：《技术年代的政党》，商务印书馆 2010 年。

11. 玛利亚·乔纳蒂：《自我耗竭式演进 政党、国家体制的模式与验证》，中央编译出

版社 2008 年。

12. 艾瑞克·伊凡斯著：吴梦峰译，《英国的政党 1783-1867》，麦田出版社 2001年。

13. 吴文程：《台湾的民主转型 从权威型的党国体系到竞争性的政党体系 fron an
authoritarian party-state system to a competitive party system》时英出版社 1996年。

14. 李金河：《中国政党政治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年。

15. （美）戈斯内尔（H. F. Gosnoll），（美）斯莫尔卡（R. G. Smolka）：《美国政党和选举》

（American parties and elections），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年。

16. 鲍尔（Pall， A. R. ）：王曾才，蔡百铨译，《英国政党》，国立编译馆 1988 年。

17. 杨元恪，陈刚 主编：《1989 年以来东欧、中亚政党嬗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

18. 刘建军，陈超群主编：《执政的逻辑：政党、国家与社会》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
年。

19. （德）埃弗哈德·霍尔特曼（EverhardHoltmann）：《德国政党国家解释、发展与表

现形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20. 吴江，牛旭光：《民主与政党》，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执笔：孙昊 审稿：×××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 年年 10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