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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学生学习要求

第一章 导论

学习目标：

1.掌握政府的一般概念。

2.掌握政治的含义及政治的社会地位。

3.理解政府与政治的关系。

教学重难点：政府与政治的含义及其两者的关系。

主要知识点：政府的一般理论；政治的内涵；当代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研究

的主要内容及研究现状。

思考题：试论政府与政治间关系。

第二章 宪 法

学习目标：

1、掌握宪法、宪政、宪法的结构、宪法和政府的关系、宪法与公民权利

的关系；

2、了解中国宪法的演进历程，从中找出宪法的内容演变的基本逻辑；

3、理解宪法的功能与作用；

4、体会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

设等与宪政之间的关系。

教学重难点：宪法和政府的关系，宪法和公民权利的关系；宪政的途径；

宪法与宪政的关系。

主要知识点：宪法的演进，宪法的结构、功能和作用，宪法的性质、原则

和特点，宪法对国家制度和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规定。

思考题：

1.论述宪法与政府、宪法与公民权利的关系。

2.如何构建中国的宪政体制？

第三章 政党制度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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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中央组织、地方组

织、基层组织），我国党政关系演化的过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方式及

特点及如何对政府等政治力量进行控制的。

2.了解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过程及原因，掌握参政党参政的方式及实现的

途径。我国政党制度的发展历史。民主党派及其组织体系。

教学重难点：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中央组织、

地方组织、基层组织），我国党政关系演化的过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

方式及特点。

主要知识点：中国政党制度概况、特点；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

系；参政党——八大民主党派的简况级组织体系；多党合作的形式及参政议政

的方式；我国党政关系的演化过程；

思考题：

1.试论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2.试论如何正确处理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

3.试论述中国共产党对市场的认识过程。

4.试论如何完善和发展多党合作制度。

5.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基本内涵。

第四章 立法机关

学习目标：

1.重点掌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征，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人大代表的权

利，代表团与主席团。

2.掌握人大的议事程序，人大代表的产生等。

3.了解我国的立法主体，各级人大的职权及组成

教学重难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征，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人大代表的

权利，代表团与主席团。宪法规定的权力机关的人大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

地位问题。

主要知识点：立法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机构和职权；县

以上地方各人民代表大会及职权；县、乡人民代表大会及职权；人民代表大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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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事程序；人大代表的产生及立法权限的问题。

思考题：

1.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的程序。

2、试论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3、试论述人民代表大会的上下级关系。

第五章 国家元首

学习目标：

1.重点掌握我国国家元首的地位和职权

2.了解元首制度的历史沿革，当代元首制度的几种形式。我国元首的产生

的过程及程序。

教学重难点：我国国家元首的地位和职权；元首的程序性权利与实际决定

权力机关的关系。

主要知识点：当代元首制度的沿革；国家元首的产生与任期；国家元首的

地位与职权。

思考题：

1、简述国家元首的基本内涵。

2、简述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元首的基本类型。

第六章 行政机关

学习目标：

1.重点掌握行政组织内的职能配置、当代中国的行政领导体制，我国各级

行政机关的产生其职权。

2.解各级行政机关内部职能部门的设置情况，我国各级行政机关设置在当

代的演变。

教学重难点：行政组织内的职能配置、当代中国的行政领导体制，我国各

级行政机关的产生其职权；我国行政组织的领导体制与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的

领导体制的矛盾。

主要知识点：中央行政机关；地方行政机关；特别地方行政机关；中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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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行政机关的关系。

思考题：

1.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及其内涵。

2.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与途径。

3.国务院总理选举的基本特点。

4.简述中国市级政府的分类。

5.民族区域自治政府的设置原则。

6.特别行政区政府有什么特别之处？

第七章 政治协商机关

学习目标：

1.掌握政治协商与协商政治的基本含义；

2.理解政治协商会议的政治性质和政治职能；

3.体会政治协商会议的基本优势，从这个角度考虑如何完善政治协商会议

制度。

教学重难点：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及其政治功能，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体

系；政治协商会议的政治功能和法律地位。

主要知识点：政治协商会议的建立和发展；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体系；政

治协商会议的政治功能及思考。

思考题：

1.试论述如何完善政治协商会议制度。

2.简述政治协商会议的政治性质。

3.简述政治协商会议的政治职能。

4.简述政治协商会议的基本优势。

第八章 司法机关

学习目标：

1.重点掌握我国司法机关中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职权，各级法院和各

级检察院的职权，法院审判案件的组织形式，法官制度和检察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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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我国司法制度的特点，我国司法机关的历史沿革。

教学重难点：我国司法机关中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职权，各级法院和

各级检察院的职权，法院审判案件的组织形式，法官制度和检察官制度；司法

制度与党的领导及与人大、党委之间的关系。

主要知识点：我国司法机关的地位及沿革；人民法院的机构和工作原则；

人民检察院的机构设置与职权。

思考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如何保障司法独立的实现？

第九章 选举制度

学习目标：

1.重点掌握选举和选举制度的内涵，选举制度的主要原则，主持选举的机

构，直接选举的程序，间接选举的程序，完善选举制度的对策。

2.了解当代中国选举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历程。

教学重难点：选举的内涵，普遍选举原则，平等选举原则，直接选举与间

接选举相结合的原则，秘密投票原则，差额选举原则，直接选举的程序。

主要知识点：选举的内涵，普遍选举原则，平等选举原则，直接选举与间

接选举相结合的原则，秘密投票原则，差额选举原则，完善选举制度的对策。

思考题：我国的直接选举制度存在哪些问题，应如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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