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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60年前天安门城楼上新中国成立的宣示响彻云霄，不仅是近现代的中国奋斗历程，同时也是数千年的
中国历史就此开启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人间沧桑辟新道，弹指挥间一甲子。
在这波澜壮阔、凯歌行进的60年里，共和国的英雄儿女创立了举世瞩目的丰功伟绩。
在制度创新方面，新中国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成功过渡，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了社会主
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并在人类超越资本主义制
度的探索中走在前列。
在生产力发展方面，新中国先是在被包围遏制的状态下坚持自力更生，在极为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独
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尔后又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奋力追赶，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三位。
在人民生活方面，新中国致力于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使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摆脱贫困、实现初步
的小康，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显著改善。
在对外关系方面，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方针，永远结束了被侵略受压迫的屈辱历史，有效
化解了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种种压力，不断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成长为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不容忽
视的一支重要力量。
所有这一切，不仅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壮丽篇章，也必将作为整个人类争取文明进步的光辉一
页而载入世界史册。
如此伟大而深刻的变革实践，必将作用于精神观念层面。
现代意义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艰难起始于20世纪交替之际的苦难岁月，其曲折发展始终依傍于中国社
会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除旧布新，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打开了巨大的创造空间，积累了丰厚的经验素材，造就了初步繁荣的美好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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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论述新中国成立60年政治发展的历程及其成就，并立足60年来政治发展变化考察政治学学科
发展，概述政治学学科随着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和为政治建设服务取得的重大成果；客观揭示学科发展
的路径和特别；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及政治学学科未来发展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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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学科的角度来看，政治学在新中国的发端和发展时间还不长。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有关于政治的研究，但没有学科意义上的政治学。
1952年我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过程中，政治学等一些学科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而被取消。
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邓小平在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谈到：“不过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
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
要赶快补课。
我们绝大多数思想理论工作者都应该钻研一门到几门专业，凡是能学到外国语的都要学外国语，要学
到能毫无困难地阅读外国的重要社会科学著作。
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
国落后了。
”如果以邓小平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为标志，中国政治学恢复至今，差不多有30年。
但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实际历史不是30年，而是半个多世纪，甚至可能更长些。
然而，这段历史不是完全连续的，而是断断续续的，映照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曲折历程。
30年，对一门学科的发展历史来说不算长，但对一门学科从恢复到发展，并逐步走向兴旺来说，却是
十分重要的。
因为，这30年对未来的中国政治学发展会形成深远的影响。
因此，总结这一段发展，无论是对于推动政治学科的发展，还是对于推动中国的政治发展，都是十分
必要的。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人要生存，必须发生两种基本的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是人与人的
关系。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要解决生存条件和生存资源的稀缺性，一是要生产，二是要分配。
而生产和分配首先体现的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
这种关系就构成了社会，就产生了社会组织，产生了组织制度，产生了诸如少数与多数、服从与支配
这样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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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新中国60年华诞，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于今年年初筹划研究撰写辉煌60年
·社会发展与学术成长丛书，选择了16个一级学科和相应的学会，以新中国成立60年来社会发展与学
术成长互动为研究角度，确定了16个选题，即“新中国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建设与党
建理论”、“现时代与哲学”、“经济发展与经济学”、“管理实践与管理学创新”、“政治发展与
政治学”、“法治建设与法学”、“社会发展与社会学”、“人口与人口学”、“对外关系与国际问
题研究”、“历史变迁与历史学”、“中国宗教与宗教学”、“新中国社会与文学”、“新闻事业与
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与教育学”、“国防和军队建设与军事科学”，并确定由各学会商定首席
专家，由首席专家组织撰写班子。
与上述选题相对应，各学会商请了吕贵、周鹤龄、陈章亮、袁恩桢、芮明杰、桑玉成、何勤华、吴铎
、彭希哲、杨洁勉、姜义华、晏可佳、杨扬、宋超、张伟江、罗剑明等16位学会负责人为首席专家，
主持各自选题的研究和撰写工作。
此后，各学会选题撰写组集中精力研究、撰写和修改书稿。
其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丛书编委会主任潘世伟主持对各选题的提纲逐个进行讨论，进一步统一思
想，形成共识。
在研讨的基础上形成了详细提纲。
在初稿完成后，聘请有关专家作了审读、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潘世伟同志也审读了全部书稿。
作者根据所提出的修改意见作了认真修改，最后形成了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
丛书的研究撰写，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力求反映新
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发展促进学术成长，学术成长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力求反映中国学术研究在
各个领域取得的创新成果；力求体现社会发展与学术成长的辩证关系；力求反映学术进步对国家发展
、民族振兴、人民生活改善的重大作用；体现我们党多年来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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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治发展与政治学》：辉煌60年·社会发展与学术成长丛书，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哲学
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织撰写，由吕贵、周鹤龄、陈章亮、袁恩桢、芮明杰、桑玉成、何勤华、吴铎、
彭希哲、杨洁勉、姜义华、晏可佳、杨扬、宋超、张伟江、罗剑明等16位专家领衔撰写。
本丛书以新中国成立60年来社会发展与学术成长互动为研究角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力求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发展促进学术成长，学术成长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力求反映中
国学术研究在各个领域取得的创新成果；力求体现社会发展与学术成长的辩证关系；力求反映学术进
步对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人民生活改善的重大作用；力求体现我们党多年来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
科学的思想、观点和论断。
全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力求理论性与实证性结合，既有理论概括，又有历史概述
，努力做到事实准确、观点鲜明、逻辑严谨、文笔生动、富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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