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张忆军  

张忆军女，1952.年8月生，浙江镇海人，法学硕士，教授。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大政教系，获哲学学士

学位，1986年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理论部中共党史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在上海市委党校长期从事“党史党

建”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现任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政党

研究所所长。 

先后主持完成国家“九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史》（1996）；主持《法治进程

与党的领导》（市级课题《法制建设与社会治理》子课题2003）、中组部2005年重点调研课题。另参加上海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国党校系统重点课题等科研项目4项。主编专著《风雨同舟70年—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

党派关系史》（学林出版社2001）、《法治进程与党的领导》（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参编著作5部；发

表论文类成果近50篇。 

专著《风雨同舟70年》被列入全国出版系统和上海市向建党80周年献礼项目，受到上海哲学社会科学领

导小组表彰。2003年获第四届全国党校系统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法治进程与党的领导》作为《法制建设

与社会治理》丛书之一，该丛书获上海市第五届邓小平理论研究与宣传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另有4篇论文分

别获中组部、中宣部，中央党校科研部颁发的优秀论文奖、学会奖。 

社会学术兼职： 

兼任上海市党建研究会执行理事、上海市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党史学会理事、现

代上海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崇尚的治学格言：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礼记.学记》 

  

联系方式： 

64363041—80917 

  

  

  

  

教学及教学研究情况： 



  

  

  

  

科研情况： 

（1）主持完成和承担的主要课题： 

主持国家重点课题《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史》（1996）；实际负责市级课题《法制建设与社会治

理》子课题《法治进程与党的领导》（2003）；中组部2005年重点调研课题《党的先进性建设若干理论问题

研究：子课题“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基本理论研究”》；另参加上海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国党校系统重点课题等

科研项目4项。 

  

（2）主要著述及社会影响： 

专著《风雨同舟70年—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史》（主编，学林出版社2001.4）；专著《法治进

程与党的领导》（主编，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6）； 

《“三个代表”主体的精神文化研究——兼论共产党人主观世界改造》（参著）；《丰碑——中国共产党

八十年奋斗与辉煌》（上海卷，参著）等5部。 

发表论文类成果共近50篇。代表性论文：“上海地方党委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改进党的领导方式的探索

与实践”（《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群众工作的基本经验初探”（《上海

党史与党建》2004.6）；“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几点思考”（上海社联2004年年会论文

集）；“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坚持党员标准问题上的经验与教训”（《上海党史与党建》2001.10；人大报刊复

印资料《中国共产党》2002年第3期转载）；“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关系”（人民政协报

2001.2.1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关系的新发展”收入《上海市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二十周年研讨会文

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4；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主义》1999.8转载）；2003年—2004年共有5篇论

文被选入省部级召开的各种理论研讨会。 

（3）获奖的科研成果： 

1，《风雨同舟70年—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史》被列入全国出版系统和上海市向建党80周年献礼

项目，受到上海哲学社会科学领导小组表彰。2003年获第四届全国党校系统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2，《法治

进程与党的领导》作为《法制建设与社会治理》丛书之一，该丛书获“上海市第五届邓小平理论研究与宣传优

秀成果著作一等奖”；论文“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建设”获全国党校系统“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

周年理论研讨会优秀论文”（2004年8月），“当代执政党干部社会角色的典范”获中组部、中宣部联合举办

的“郑培民精神研讨会”优秀论文奖（2004年7月）；分别获中组部、中宣部，中央党校科研部颁发的优秀论文

奖，学会奖。 

  

  

主要研究方向和主要学术观点 

主要学术研究方向：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发展史、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研究 

  

主要学术观点： 

关于完善党的领导制度 

作为执政党，党的制度建设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治体制的运行。党的制度的健全和完善，表明党对自己在国

家政治体制中的准确定位，是党的领导科学性和有效性的保证。 

  



 

按照党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总体要求出发，需要从理顺党组织内

部的领导体制、加强党在各级非党领导机关的组织机构的制度建设、规范党委的集体领导等方面加强党的制度

建设。 

理顺党组织内部的领导体制。党组织内部领导体制还存在大量的制度建设的空间，还需要建立专门的制度

进一步规范党组织的内部关系。比如：同级的代表大会、委员会、常委会都有大事决策的职责，但是缺乏明确

的制度界定这些大事决策职责的范围。加强党组织内部领导体制的制度建设，首先需要制定有关的制度及其实

施细则进一步界定党的代表大会、委员会、常委会的职责。同时也可以建立代表对委员会工作的质询制度、党

内决策的听证制度、等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制度，以及全委会对常委会的监督制度 

加强设立在各同级组织内的党组织的制度建设。党设立在各同级组织内的党组织，是实行党政分开后，保

证党的领导和执政的重要组织形式。如党在人大、政府、政协、人民团体等同级组织中设立的党组、在一些对

下属单位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国家工作部门中设立的党委，都属于党在各同级组织内设置的组织机构。在各同

级组织中，党组和党委承担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上级党委决策的重要责任，

加强这些组织的制度建设格外重要。一是规范这些组织设置的问题。由于这些组织都负有“讨论和决定本单位

重大问题”、“做好干部管理工作”等管事管人的重要职权、这些组织的成员都不需要经过党内选举，都是由

批准它成立的党组织决定、在党组织系统内部实际只有自上而下的监督，需要在有关的制度中具体规范党的各

级委员会派出代表机构的适用范围和不适用范围。二是具体规范的职责范围和活动方式，设置在各级非党领导

机关中的党组和党委，会遇到如何处理与所处领导机关工作运行关系的问题。 

关于健全党委会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

的原则，完善党委内部议事决策机制的要求，尚需要加强的是：（一）规范对重大问题的认定，以避免由党委

集体讨论决定的问题，被个人包办。（二）规范对重大问题决策的投票表决制度，避免在决定重大议案时以书

记总结取代集体表决、或者把应该无记名投票的表决形式换成表态，致使重大决策缺乏民主性。（三）制定有

关制度，加强对党委议事决策规范的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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