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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是一部讨论当
代世界各主要政治制度的教材。
全书各章从理性价值和工具价值的视角出发，以现代民主制度的原则为切入点，对当代世界主要类型
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主要特色和发展趋势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并对政治制度形成和运行的社会、
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进行较为全面的描绘，旁征博引，视野广阔，脉络清晰，论述系统，有助于读
者在比较分析中更深入地了解各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情况，以及进一步认识我国政治制度的优点和特点
。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供相关专业选用和社会读者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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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沛霖　　1933年出生，江苏泰兴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51年考进复旦合作经济系，1952年随院系调整到上海财经学院，1954年毕业进入复旦马列主义基础
教研室做教师，曹沛霖教授从此成为一名复旦人.1958年，因为中苏关系恶化而取消了马列主义基础教
研室，改成社会主义教育课，不久又改为马列主义政治教育系，1960年改政治学系，1964年改为国际
政治学系，到2001年成立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这段曲折发展的历史，曹教授是见证人之一；这个声誉日隆的学院，曹教授是奠基人之一。
 曾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系主任、复旦大学首席教授。
　　从经济学转入政治学研究领域后，曹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政治制度研究，在东西方政治制度与政治
比较研究、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制度和改革实践、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改革与发展等作出了一定的成就
。
他的学术视野大致包括国别政治、国际政治、比较政治体制的研究以及对中国问题的政治学分析。
其中，世界议会政治研究是他最见功力的领域。
他先后出版和主持翻译了《议会政治》、《政府与市场》、《比较政府体制》、《西方政治制度》、
《比较政治制度》、《比较政治学》等著作，许多著作特别是《比较政治学》的翻译出版，影响了一
代政治学的发展。
曹教授是我国政治学理论博士点最早的博士生导师之一，和王邦佐、孙关宏、王沪宁等教授一起，为
“文革”后复旦政治学研究的复兴作出了贡献。
 　　忆起50年的教师生涯，曹教授自豪地说了一句：“我从来没有因为个人事情耽误过教学，上课没
有迟到一次！
”令他欣慰的是，门下弟子遍布全球，培养的硕士和博士就有70多人，有的硕士到美国深造，取得博
士学位后已在大学里获得教职，今日美国政治学界，有不少年轻华人学者就出自“曹门”。
对于众人的赞誉，他说：“我不过是把自己发现的东西记录在册，把我知道的真相告诉给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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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编　比较政治制度概述第一章　国家、宪法与政治制度第一节　国家、国家形式与政治制度
一、国家及其观念二、国家的阶级特性与政治制度的阶级属性三、国家形式：政治制度的双向配置第
二节　宪法与政治制度一、宪政：宪法与政治制度的高度融合二、政治制度与宪法关系的三种类型第
三节　战后宪法与政治制?的发展一、行政集权民主制主导西方政治制度的发展二、宪法规范政治制度
、维护公民权利的功能日益增强第二章　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第一节　政治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一、
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三、政治、经济与政治制度第二节　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制
度变迁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二、社会变化导致制度变迁三、社会发展导致制度创新第三节　社会
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关系的两种模式?　　一、社会经济发展，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二、建立社会主
义政治制度，发展社会经济第三章　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第一节　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关系的两重性
一、政治制度外在的政治文化：制度环境二、政治制度内在的政治文化：制度精神　第二节　政治制
度变迁与政治文化的关系一、政治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二、新的政治文化推动新的政治制度的产生，旧
的政治文化在新的政治制度中传承三、新旧政治制度的斗争与交替是新旧政治文化斗争与交替?过程四
、创造新的政治文化是巩固新的政治制度的重要保证第三节　政治制度过程与政治文化的关系一、政
治文化对政治制度目标的功能性作用二、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运作的功能性作用三、政治文化对政治
制度结果的功能性作用第二编　基本原理与综合比较第四章　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与形式第一节　政
治权力来源的人民主权原则一、人民主权思想的提出二、政府合法性的来源三、监督和限制政府权力
的依据四、人民?权的阶级属性第二节　人民行使权力的代议制原则一、代议民主制的理论二、代议制
的意义与缺陷三、议会代议制与人民代表制第三节　民主制度权力结构中的分权与分工原则一、“分
权制衡”的理论：从立宪君主制分权论到共和制分权论二、“分权制衡”的模式三、“三权分立”与
“议行合一”四、民主制度权力结构中的民主集中制第四节　民主制度运作的法治原则一、法治思?的
来源二、实行法治的原则三、法治的价值取向与法的实质第五节　现代民主制度的形式一、直接民主
制与间接民主制二、代议民主制三、行政集权民主制四、共同参与民主制第五章　选举制度第六章　
政党制度第七章　代议制度第八章　政府行政制度　第九章　司法制度第三编　当代政治制度基本类
型第十章　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第十一章　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制度第十二章　第三世界国家政?制度
第十三章　国家实体政治体系——欧洲联盟阅读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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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比较政治制度概述　　第一章　国家、宪法与政治制度　　广义的“制度”概念，是指
由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构成的交往秩序，它以特定的组织或机构作为运行载体，通过明确规定
或是提供行为预期的方式，规范个体和组织在具体环境中的行为，并以自我约束或是由外部权威实施
约束的方式，使这些规则得到社会群体的广泛接受和普遍遵循。
在现代社会中，制度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为人们的相互交往提供了可予遵循的系统模式，
抑制了可能出现的有损公共利益的行为；缓解了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减少了协调人类活动的
社会成本；保障了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的稳定，促进了劳动分工和社会财富的创造。
总之，一个社会的制度化程度与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紧密相关。
　　政治制度是规范人类政治生活的规则体系。
作为制度领域的重要分支，政治制度同样由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构成：非正式规则是由长期而稳定
的政治经验演化而成的政治行为规范，具体体现为政治生活中的“惯例”、“习俗”、“价值”和“
文化”；正式规则是由公共权威机构或其委托代理的机构设计和确立的，依靠国家强制力强力实施的
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明确的政治行为规范，具体体现为组织并规范人们政治行为的结构性规则和程序性
规则。
通常情况下，越简单的政治共同体越倾向于建立在非正式规则的基础上，而社会结构愈分化、社会成
分愈复杂的社会，其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和维持就愈是依赖于政治制度中的正式规则。
　　第一节　国家、国家形式与政治制度　　一、国家及其观念　　国家，就其表象而言，是指一种
政治联合的形式或日政治共同体。
由于这种共同体形式在理论上可指称的对象多种多样，在实践中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历史长河之中，
而人们在对国家进行认识时，又往往基于自身不同的知识立场和价值取向，着眼于国家的不同历史形
式以及与之相关的目的、性质、种类和职能，故而使“国家”成为一个歧义纷呈、令人莫衷一是的术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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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比较政治制度》以现代民主制度的原则为切入点，对当代世界主要类型政治制
度的基本内容、主要特色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并对政治制度形成和运行的社会、经
济、政治和文化背景进行了全面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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