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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总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承担着多重角色，如何协调好这多
重角色是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是它作为地方政府，如何协调好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比较难把握，因我国正处于政治体制改革中，还
没有一部稳定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法”；二是它作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如何既贯彻中央的全局统一
的法律政策，又充分体现民族地方的自治原则，以充分调动民族地区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实现民族团
结、快速发展进步和共同繁荣的目标；三是它作为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如何协调与发达地区地方政
府的关系，在借鉴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的经验基础上，找到一条适合落后地区的发展道路；四是它作为
国家公共权力的政府组织，如何与非政府组织携手共进，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发挥各自的优势和职能。
这些问题是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加以研究和回答的，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则任重而道远，“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
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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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路芳，广西北流市人。
1986年7月毕业于广西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获学士学位、研究生学历。
现为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少数民族社会思想、政府管理。
发表有《从看瑶族的矛盾性格》、《论传统德治与现代德治》、《论广西与东盟诸国合作模式的转换
》、《“无为而治”思想对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理论·制度·方略——领导学基石》等20
余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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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章 政府与社会和谐一、政府与政府的实质二、和谐与和谐社会的要义三、政府产生和存在的
理由四、政府作用状况是影响和谐发展的决定因素五、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承担着多
重角色第二章 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和谐一、历代民族关系发展经验与政府作用的历史考察二、民族地
区自治权的设立缘于各民族之间的差异三、提高政府自治能力，促进民族自治与民族和谐的发展第三
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关系和谐理论与苏联及中国的历史经验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和谐思想与民族关
系的理论二、苏联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的历史经验三、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关系的历史经验四、实
现和谐社会中央政府和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责任第四章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与民族和谐
一、政府治理理论的发展二、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与一般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的差异性三、民族自治地方
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第五章 民间组织与民族和谐一、民间组织及其功能二、我国民间组织的发展三、
民族地区民间组织的发展四、民间组织对构建和谐广西的积极作用五、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支持非营利
组织参与国际合作的探讨——以桂越非营利组织合作为例第六章 少数民族社会和谐与国际环境一、辽
阔的边境区和众多的周邻国二、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维护良好国际环境中的责任三、民族自治地方政
府参与国际合作的模式探讨——以广西与东盟诸国合作模式的转换为例四、加强桂越合作，建立和谐
的桂越关系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后记主要参考书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与民族和谐>>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政府与社会和谐　　亚里士多德在其经典《政治学》的开篇就写道：“我们看到，所有
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
”亚里士多德的话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政府、国家（城邦）是为了某种善——共同体的利益而
建立的，善是城邦和谐的必要条件。
柏拉图则提出，要建立一个理想国，在理想国中，由哲学家、军人和生产者三个阶层的人各司其职、
各安其位，做好自己的事情，就会达到正义与和谐。
然而，自近代以来，特别是自马基雅维利发表《君主论》以来，人们对政府、国家的认识发生了重大
改变，“政府是必要的恶”成为西方政治学者的普遍共识。
政府虽然是为了某种“共同的善，，而建立的，然而由于政府是由一定的官僚组成和运作的，这就难
免其不作恶，导致社会的不和谐。
这就需要人民去监督政府，使政府真正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
　　一、政府与政府的实质　　什么是政府？
这仿佛是无需多问的常识。
但是在政治哲学的视野中，由于人们所处的时代不同，立场观点不同，对政府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别，
因而给政府下的定义也必然不同。
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根据北京大学谢庆奎的概括，截至目前，关于政府的定义有三种说法，即一般意义的政府、国家
机构的政府、非国家机构的政府；阶级社会的政府和无阶级社会的政府；原生型政府和次生型政府等
。
　　“一般意义的政府，即从抽象的意义上，超越国家和阶级，也超越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在理性上
所认识的政府。
”这种说法强调，只要有社会存在，就必然有作为全社会的管理机构的某种形式的政府存在，但不管
政府之间的差异有多大，它们都具有权威的广泛性、成员的非自愿性、暴力的垄断性、权力的合法性
等特征。
　　“作为国家机构的政府，是阶级社会的政府，它和国家、阶级、政党是联系在一起的。
这种政府是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也是经济、社会、文化的公共管理机关。
”作为国家机构的政府又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狭义的政府仅指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官僚机关
。
广义的政府是指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所有立法、行政、司法等在内的国家机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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