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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与经济发展的巨大成果相比，政治发展虽然也有所进展但不尽如人意。
如果说以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标志，我国在经济发展领域已取得了实质性突破的话，那么在政治发
展方面则相对滞后，腐败现象猖獗而尚未得到有效的抑制，权力制约没有取得结构性突破，决策民主
化缺乏具体的制度安排，党群和干群关系趋于紧张，政治调控机制衰变与老化，公共权力的越位和缺
位凸显，民主不够和集中不够并存。
这不仅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构成了现代化进程的严重障碍。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应当是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统一，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
如何切实推进我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各个层面
达成良性互动，就成为新世纪我国现代化所面临的一个战略性课题。
在这方面，政治学研究不仅应当有所作为，而且大有可为。
中国政治学在恢复和重建的20多年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学术队伍和人才培养发展迅速，初步形成
了政治学的基础理论体系和较为系统的学科体系，在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国际关系、
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等领域均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
但毋庸讳言，中国政治学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在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还有不小的差距，与我国社
会科学中其他一些重要学科相比总体上也显得不够规范和成熟，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进
程的需要相比更显得相当滞后。
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与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相伴随，社会科学界对市场经济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已经取
得了长足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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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治与公共事务论丛”致力于对政治和公共事务的研究，其基本的学科范围涉及政治学和公共
管理的领域。
当前，中国的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已经水乳交融，这本身就是中国政治学的一个重大进步。
在我们的传统政治观念里，“政治性”与“公共性”是水火不容的，政治所体现的是阶级利益、阶级
统治、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本身无公共性可言；而所谓“公共”也不过是一个虚幻，包括作为社会
公共权威的国家也不过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但是，随着我国政治学以及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对公共问题的关注已经成为政治学研究的热点。
特别是近年来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如火如荼，许多政治学学者加入了公共管理研究的行列，人们越来
越重视对公共事务、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的探讨。
本书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威权主义政治进行了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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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过，尽管没有统一的一个民主定义，但是，政治学家的努力没有白白付出，他们的工作使得民主的
含义逐渐清晰起来。
20世纪70年代以来，民主化浪潮为民主理论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民主与民主化的含义
也随着民主运动而水涨船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什么是民主的、什么不是民主的等这类基本问题
。
历史上，社会科学家对民主的定义主要有四种方法：宪制民主、实质民主、程序民主和过程民主。
宪制方法主要集中于政权制定的有关政治活动的法律条文。
通过法律条文判断一个政权是寡头制的、君主制的、共和制的，等等。
根据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类分出总统制与议会制、联邦制与单一制，等等。
这种方法具有很多优点，但是，仅仅根据宪法条文来判断一个政权的性质是很困难的事情。
很多国家的宪法体现出很高的民主性来，但是，其政治实践却是非常不民主的。
实质性方法主要根据政治实践的后果来判断一个政权的性质，例如，该政权是否促进人民的福利、个
人自由、安全、平等，等等。
然而，这种方法的很大缺点是忽视了第一种方法的运用，如果只看结果，我们会把许多威权的国家当
作民主的政权，因为许多威权国家也在做民主国家所做的事情，例如，促进人民的福利，保障自由、
安全，提倡平等，等等。
但是，根据法律条文的规定，它们却不是民主的制度。
程序性方法通过缩小政府活动的范围来定义民主，这种方法主要关注选举活动，并且把是否有自由竞
争的选举看作是民主的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标准。
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和1998年之前的罗伯特·达尔是这个定义最主要的代表。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熊彼特将民主定义为：“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做出政治行
动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
”①达尔列举了更加详细的有关民主的程序性标准：宪法授权当选官员对政府的政策制定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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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威权主义政治》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政治与公共事务论丛”致力于对政治和公共事务的研究，其基本的学科范围涉及政治学和公共管理
的领域。
当前，中国的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已经水乳交融，这本身就是中国政治学的一个重大进步。
《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威权主义政治》为其中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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