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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制度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积极借鉴比较政治学和新制度主义
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力求深入系统地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制度创新。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包括：政治与政治发展的比较分析、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的基础和条件、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目标、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和阻力、当代中
国政治发展战略、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改革、当代中国政治管理和政治领导的完善、当代中国政治参
与的有序扩大、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风险规避和危机管理、当代中国政治文明与政治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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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法学硕士学位，毕业
后留校任教至今。
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学与研究》主编。
兼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当代国际政治教材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中国国际共运史学
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等。
当前主要从事中外政治体制比较、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等领域的研究。
　　熊光清，法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治学系主任。
2001年至2007年，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习，分别获法
学硕士学位和法学博士学位。
2007年秋季至今，任教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治学系，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当代国际问题和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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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政治与政治发展：一种比较的视角　　政治是一定阶级和社会集团，通过夺取、维护、完
善和运用国家公共权力，实现社会资源按其意志分配的活动及其相关体系。
政治既是一种思想、理论、观念，也是一种活动、体制。
政治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与经济现代化密切相关的政治变革过程，它一般呈现两种形态，一是
常态推进，二是政治改革。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提出及其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
革的深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以及中国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迫切需要我们通过政治改革来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
　　第一节　政治与政治观　　一、西方学者的政治观　　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首先必须搞清楚
什么是政治。
政治，是一个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概念。
它在英语中是“politics”，在法语中是“politique”，在德语中是“politik”。
这些词都是由希腊文城邦“polis”一词演化而来的。
那么政治与城邦有什么联系?这要从政治学的起源说起。
古希腊的政治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是公认的政治学的创始人。
而他所创立的政治学是专门研究组织和治理城邦的方法和技术的科学。
因此，政治学就是城邦学。
这就是西文中政治～词均源自希腊文“城邦”一词的原因。
城邦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阶级的分化，在原有的城堡的基础上形成的。
它实际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连同周围一片不大的乡村所构成的一个独立国家。
所以城邦学就是国家学，国家就成为政治的核心。
我们可以把这种看法概括为“国家’’中心说。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奴隶社会的政治学家，其学说很难不受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局限。
他虽然写出了堪称经典的传世之作《政治学》，但他所说的政治学还是比较宽泛的，把宗教和伦理也
纳人了政治的范畴。
　　到了中世纪，欧洲宗教的势力越来越大，“西欧形成独特的政权与教权二元化的权力体系。
它对中世纪的政治思想乃至整个西方政治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种权力二元化的现象有利于当时的政治思想家们把宗教从政治中剥离出来。
他们认为，由国家所掌握的世俗权力是政治的领域，由教会控制的权力为宗教领域。
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西略等人，努力使政治思想摆脱神学束缚。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马基雅维利，把权力看作国家的本质，认为国家的根本问
题是统治权，政治就是争夺、维护和巩固国家统治权的斗争，政治的目的是维护国家的安全、强大和
荣誉。
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采取各种手段，而置道德于不顾。
这样，他就最早把伦理从政治中剥离出来，使政治学获得了独立。
因此，人们普遍认为马基雅维利是近代西方政治学说的奠基人。
　　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特别是工业革命的相继完成，不仅使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提高，而且
使国家权力、政治体制、阶级结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这场社会大变革中，一些政治学家和思想家适应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推进了政治学说的发展。
1762年，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出版了《社会契约论》。
卢梭提出，人们原处于自然状态，即没有政府和法律的非政治状态。
但当这种原始状态不能继续维持的时候，就“‘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
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
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
’这就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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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一学说为核心，形成了社会契约论学派。
该学派认为，当人们彼此订立契约、建立社会公共权力后，就进入了“政治社会”，建立了国家。
政治社会的本质特征就是社会公共权力，亦称“主权”，“主权”不可转让，不可分割。
但是该学派主张应该划定政治权力与个人权利的界限，政治权力不能侵犯、取代个人权利。
因此，《社会契约论》问世后便成为美、法及其他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
　　与此同时，法律对政治学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些美国政治思想家们开始关注与国家密切相关
的制度问题，特别是政府的正式结构。
宪法成为这一时期政治学家青睐的主题，因为政治家们常常假定纸上的政府结构与实际运作的政府差
不多。
但是后来世界历史的发展却改变了人们的看法。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进欧美国家完成新的工业技术革命，进入工业社会。
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了垄断阶段。
资本主义国家内外矛盾更加尖锐，社会政治现象更加错综复杂，并由此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以及后来法西斯主义的泛滥和德、意、日军事
独裁政权的建立。
这一切都引起政治学家的极大关注和研究兴趣。
他们认为，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制定了相当好的宪法，政府的制度也比较健全，但是这些并没有阻止
法西斯势力的上台和法西斯专制。
这促使人们把分析问题的重点从法律制度转向政治实践，转向人（特别是统治者）的心理和行为，从
而促进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崛起。
其代表人物是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
他把权力作为政治的核心，认为政治就是权力的形成和分享，政治行为就是人们为权力而进行的活动
。
因此，也可以把这种看法称作“权力”中心说。
“权力”中心说产生了广泛而久远的影响。
后来，一些国际关系专家也把权力视为国际政领域的核心问题。
例如，汉斯·摩根索就认为：“国际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
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权力成为政治学领域的重要概念和分析工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发展迅速。
垄断集团进一步同国家权力结合起来，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有了进一步发展，公民的民主权
利有所改善，当代社会政治的各方面都得到更充分的展示，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现象。
各种利益集团空前活跃，非政府组织发展很快，作用越来越大。
这就为政治学家们更全面、更准确、更深入地观察和分析政治现象提供了有利条件。
然而，行为主义学者研究的只是一个在既定时刻的既存事实，“他们喜欢检验固定的、已确立的系统
，因为在那里他们的方法论工具能够发挥最佳功效”。
他们认为系统和“均势”不会瓦解和崩溃，所以他们的研究往往忽略变化的可能性。
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把系统概念引入政治分析之中，提出政治系统理论的框架和系统理论的经
验分析方法。
他认为，“国家”和“权力”概念没有反映政治现象的全部特征，也没有描绘出被称为政治的那类事
物的总轮廓。
他为政治下的定义是，为社会作出和执行权威性价值分配的行为。
鉴于此，我们不妨将他的观点称作“价值分配”说。
有些人也把这一学说称为后行为主义。
不少当代西方学者受其影响，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就是其中之一。
戴维·伊斯顿为政治下的定义，也得到不少学者的赞同和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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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后行为主义学说占据了统治地位，事实上，除了后行为主义之外，行为主义、传
统主义等学说也发挥着重要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治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
在西方，政治概念即人们对政治现象的认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政治的进化而不断
发展的。
“国家”中心说、“权力”中心说和“价值分配”说，反映了西方不同历史时期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和
需要，无疑具有阶级的局限性和时代的局限性。
但不可否认，这些学说也包含了对社会一般政治现象和某些共性的概括，是值得研究和借鉴的。
　　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　　马克思主义对政治学的重大贡献在于，它赋予政治学革命性的全新
内容，为人们观察分析政治现象提出了科学的方法。
　　第一，它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待政治。
　　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政治学家们，往往就政治论政治，一般都不涉及经济，因此他们的研究都有一
定的局限性，很难全面、深刻地揭示政治的本质和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上层
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影响经济基础发展的方向和规模。
政治属于上层建筑，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现象和政治状况由那一时期的经济基础决定；同时，这一时
期的政治现象和政治状况又影响经济基础的发展。
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干预”和“代理”两大功能。
政治通过国家权力、政府决策及其他管制的途径影响经济的发展，甚至发挥导向和制约作用。
政治又通过民主、民意等方式反映社会经济利益与关系。
因此，可以说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
这就揭示了政治的本质和基本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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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制度创新》的研究不是单纯对过去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进行一般性的解读
，而是力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目标、条件、动力、战略、风险，以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的具体思路进行探索。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制度创新》研究的重点是近、中期，即立足于现实，以本世纪中叶中国政
治发展作为主要目标，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同时对后半个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进行预测性分析
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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