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__中国政府与政治__课程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编号

（Course ID）
102053020075

学时

（Credit Hours）
32

学分

（Credits）
2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中国政府与政治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Courses）
政治学 Political Science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本课程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旨在帮忙学生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

国家治理体系有关专业知识和基本原理，引导学生关注并正确看待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建设和

政治发展现实问题以及相关理论问题，进而增强学生的政治认同、家国情怀、宪法法治意识，培育

学生逐步形成经世济民、德法兼修的职业素养。

本课程在课程目标上，更强调学生在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相关知识

的基础上，增强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相关学科的学习能力，增强对相关问题

的一定程度的分析能力；在学业考评方面，更强调学生在课程学习阶段的过程评价与反馈。

本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包括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框架结构、各组成部分的

制度体系与功能结构以及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看我国政治制度体系的完善与发展等问题。其

中，我国政治制度体系的整体制度框架以及各组成部分的结构与功能是教学重点；难点也在于使学

生能够从系统观点理解我国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结构和运行机理。

本课程以任课教师课堂讲授为主，可根据教学内容穿插安排课堂讨论，以增强学生对相关知识、

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理解和分析能力。课程负责人将聘请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相关方面的研究专家组

成教学团队，以帮助学生强化专业知识的学习。

本课程要求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要专心听讲、积极思考，认真完成任课教师安排的阅读和写

作任务，并保证出勤率。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is guided by Marxism-Leninism, Mao Zedong Thought, Deng Xiaoping Theory, the

Important Thought of the Three Represents,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and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aims to help students master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socialist polit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and guide them to The course aims to help students master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guide students to pay attention to and correctly view

the real problems of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related theoretical issues, and then enhance students' political identity, national

sentiment, awareness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and cultivate students to gradually form a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both moral and legal education.

In terms of course objectives, this course places more emphasis on students' mastery of knowledge

related to the socialist polit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enhancing their ability to study subjects related to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enhancing their ability to analyze related issues to a certain

extent; in terms of academic assessment, more emphasis is placed on students' process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during the course learning stage.

The main teaching contents of this course include the overall framework structur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and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the systems and institutions and functional

structure of each component, as well as the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political systems

and institu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Among them, the overall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each component is

the focus of teaching; the difficulty also lies in enabling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overall structure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and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from a systematic

viewpoint.

The course is mainly taught by the instructor, and class discussions can be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content to enhanc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analysis of relevant knowledge, theories and

real-life issues. The course leader will employ a teaching team of research expert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to help students strengthen thei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e course requires students to listen attentively, think actively, complete the reading and writing

assignments assigned by the instructor, and ensure attendance during the course.

教材

（Textbooks）

房宁主编：《中国政治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 版，ISBN：
9787520316149。

课程负责人正在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学科研骨干以及相关

方面的专家，结合近些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关理论和

实践的新发展，编写更适合于本课程学习的教材。

参考资料

（Other References）

张树华、王阳亮：《制度、体制与机制：对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分析》，《管理世界》2022 年第 1 期；

景跃进等主编：《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李侃如：《治理中国：从

革命到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年版。

课程类别

（Course Category）
公共基础课/全校公共必修课 █通识教育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专业必修课 专业拓展课/专业选修课 其他

授课对象

（Target Students）
本科生

授课模式

（Mode of Instruction）

█线上 教学平台

█线下 混合式 融合式 其他

实践类（70%以上学时深入基层）

开课部门

（School）
政府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中文 全外语

双语：中文+ （外语讲授不低于 50%）

授课教师信息

（Teacher Information）

课程负责人

姓名及简介

张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中国政治学会常务副会长，博士生导师

团队成员

姓名及简介

田改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研究室主任，

贠杰，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行政学研究室主任，

韩旭，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制度研究室主任

学习目标

（Learning Outcomes）

使学生比较深入地掌握我国政治制度体系的运行情况以及相关基本原理，进而促

进学生对相关知识、理论以及实践问题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能力。

考核方式（Grading）
本课程采取学术论文写作的方式考核，占总成绩的 70%；另有 30%成绩反映平时出勤、

讨论课表现等情况。



课程教学计划（Teaching Plan）填写规范化要求见附件

周次

周

学

时

其中

教学内容摘要

（必含讲节名称、讲述的内容提要、实验的名称、教学方法、课堂讨论的题目、

阅读文献参考书目及作业等）

讲

授

实

验

课

习

题

课

课

程

讨

论

其

他

环

节

第一周 2
讲

授

第一讲 导论

一、 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分析

1、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特征

2、国家治理体系运行的系统机制

3、以系统观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发展和完善的原则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1、大国治道：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与发展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3、从中国之制迈向中国之治：世界变局中的中国政治发展

第二周 2
讲

授

第二讲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一、党的组织体系

1、党的中央组织

2、党的地方组织

3、党的基层组织

二、党的全面领导的运行机制

1、党的工作机关、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和党组

2、党的自身建设

3、党的领导运行机制

第三周 2
讲

授

第三讲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一、党的全面领导的基本逻辑和基本内容

1、党在长期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的制胜密码

2、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和根本保证

3、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二、健全党的全面领导的战略举措

1、完善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

2、完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

3、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和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

第四周 2
讲

授

第四讲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总论

1、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

2、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

3、“全新的政治制度”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

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

第五周 2
讲

授

第五讲 人民代表大会的运行机制

一、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体系、职权和运行机制

1、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体系

2、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3、人民代表大会的运行机制

二、新时代的人大工作

1、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

2、完善立法体制机制

3、用好宪法赋予人大的监督权

4、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

5、加强人大自身建设

第六周 2
讲

授

第六讲 国家行政体制

一、政府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

1、政府组织结构

2、政府职责体系

二、政府运行机制

1、行政决策

2、行政执行

3、行政监督

第七周 2
讲

授

第七讲 行政管理改革

一、法治政府建设

1、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2、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3、政府权责清单制度

二、服务型政府建设

1、“放管服”改革

2、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3、数字政府建设

第八周 2
讲

授

第八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内容

1、历史沿革

2、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

3、运行机制

二、人民政协的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1、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

2、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3、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第九周 2
讲

授

第九讲 爱国统一战线

一、新型政党制度

1、挥新型政党制度优势

2、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方式

二、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1、大统战工作格局

2、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

第十周 2
讲

授

第十讲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一、纪检监察体制

1、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2、党内监督

3、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

二、权力监督制约体系



1、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

2、政务信息公开制度

3、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

第十一周 2
讲

授

第十一讲 司法制度

一、司法机关组织体系与诉讼制度

1、法院和检察院

2、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

二、司法体制改革与法治中国建设

1、司法体制改革

2、法律服务与公共法律服务

3、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第十二周 2
讲

授

第十二讲 国家结构形式与中央和地方关系

一、概论

1、单一制与联邦制

2、国家治理体系的纵向结构

二、单一制国家央地关系的多样性

1、中国是单一制国家

2、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3、“两个积极性”与中国特色的央地关系

第十三周 2
讲

授

第十三讲 “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一、“一国两制”制度的法理基础

1、“一国两制”的宪法和法律

2、“一国两制”与主权规范创新

二、“一国两制”制度建设实践

1、特别行政区的设立与发展

2、“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的实践

第十四周 2
讲

授

第十四讲 基层治理和社会治理

一、新时代的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基层治理与基层治理现代化

2、“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

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1、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2、“三治融合”与社会治理新格局

第十五周 2
讲

授

第十五讲 城市治理现代化

一、城市与城市治理

1、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化建设

2、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和城市治理

二、“人民城市”发展之路

1、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体系

2、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3、城市治理的多样性：城市与城镇



第十六周 2
讲

授

第十六讲 世界“观中国”

一、比较政治视域中的中国政府与政治

1、海外汉学演变与当代中国研究

2、海外中国政治研究

3、政治发展：从“单一性”到“多样性”

第二节 海外视域中的当代中国发展

1、多领域多视角研究中国发展经验

2、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分析

总计
3

2

备注（No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