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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

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

助记：民主法律政权组织选举政党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进步作用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与局限性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

辩证地分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

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反映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要求

政治制度作为上层建筑，反过来保护经济基础

提供政治保障

对内职能

对外职能

政治统治

社会管理

内容：对外交往+维护国家安全

特点：对内政治统治职能的延伸，服务于其政治统治

本质：资产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

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资产阶级利益的集中体现

经济上：自由竞争、等价交换

政治上：形式上的自由民主平等主权

但是没改变本质，新的阶级剥削代替了旧的阶级剥削

资本主义法律制度

宪法是核心

政权组织形式：分权制衡

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度

政党制度：政党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

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根本利益

为了达到政治目的

特别是为了取得政权和保持政权而建立的政治组织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作为上层建筑

战胜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

保护、促进和完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促进了社会进步

摆脱了：封建专制主义条件下的分封割据、等级压迫、人身依附

因而：拥有了更多的政治自由

社会生活：条件+空间

推进人类发展+促进人类进步

积累了：政治统治+社会管理经验

本质

局限性

民主是金钱操纵下的民主，资产阶级精英统治下的民主

法律意义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

政党制度

政党恶斗，相互掣肘，决策效率低下，激化社会矛盾

含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占统治地位、反映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

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各种思想理论和观念的总和

内容：资本主义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学说

核心思想：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观念和个人主义价值观

形成

发展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念上层建筑

为经济基础服务

为资本主义政治上层建筑服务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集中体现

资本主义在长期发展中创造出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精神成果

精神成果：相当一部分作为意识形态的形式保存

积极作用：反对封建+宗教神学，推动资产阶级革命，促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

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的集中反映

为巩固资产积极的政治统治

维护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

为阶级剥削+压迫服务的

内容

要求：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特点：保护资本主义经济基础

统治阶级：资产阶级

工具：掌握政府机构和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等等国家机器

被统治阶级：压迫控制

内容：运用各种权利和资源对邮政、交通等等事业进行管理

特点：社会管理服务于政治统治

这些特征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一大进步

私有制原则

主权在民原则

分权制衡

人权原则

形式上看，竞选制度是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的重要形式

实际上，是协调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关系和矛盾

资产阶级实行政治和社会管理的手段和方式

为了资产阶级专政服务

政治工具：服从于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统治和压迫需要

私有制之下

选举

私有制+资本特权的基础上

资本家和劳动者、穷人和富人之间存在着事实上严重的不平等

表面上，两党制或者多党制，允许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中

但是受到国家政权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制约

本质上，仍然是资产积极选择自己的国家管理者

资产阶级各种思想和观念

最初：反对封建专政+宗教神学

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之后

由统治阶级在以往形成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观念的基础上自觉建立起来

资本主义民主制度

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

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

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

基本矛盾+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之前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何产生

资本原始积累

资本总公式

劳动成为商品的条件

劳动力商品的特点，货币转化为资本

剩余价值产生

不变资本可变资本

绝对+相对+超额

生产自动化

资本积累

技术+价值+有机

资本发展的一般趋势

相对人口过剩

资本积累发展的历史趋势

资本的循环周转

社会总资本再生产

工资

剩余价值的分配

剩余价值理论意义

基本矛盾

经济危机

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

“主权在民”，“天赋人权”等等

不危及利益的前提下，给予一定的自由和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