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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编辑一套“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丛书，是我许久以来的一个梦想。
十余年来，这个梦想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
如今，当这个梦想借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编号：04＆ZDOl6）和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
发展研究中心推出系列研究成果之机，开始部分地实现的时候，有必要对这一梦想的缘起、构思、价
值、现状和前景作一个简要的交代，以便人们能够大体了解我们孜孜以求的学术心迹。
　　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问题，并非是今天才提出的研究课题。
自从人类社会政治产生以来，人们为了追求文明的政治生活和推进政治生活的良性发展，曾经进行了
长期不懈的努力，并且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发展的经验。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时代和人们认识的局限，政治文明和政治发展问题并没有引起政界和学界的足
够重视。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全球化发展，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人类社会政治文明问题才逐渐进入学界和政界的主流话语之中。
　　从广义的角度讲，政治发展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化过程，是表示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政治体系朝
着合理化方向变迁的趋势、程度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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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制度转轨的政治艺术：当代中国渐进式政治发展研究》从人性预设、知识维度、历史视角和价
值取向四个方面梳理了渐进式政治发展的思想资源，廓清了渐进式政治发展的内涵、特征与目标，着
重探讨了当代中国渐进式政治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依据、动力机制、制度创新、路径选择等几个方面的
问题，尝试为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
渐进式发展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优选模式，也是中国建立高度稳定的宪政民主政体的重要保证。
《制度转轨的政治艺术：当代中国渐进式政治发展研究》将渐进式政治发展看做是一个制度转轨的过
程，它的顺利推进需要执政的政治权威掌握高超的政治艺术，善于妥当处理各种政治冲突，平衡各种
政治关系；同时，也需要社会各方力量和衷共济，共同为之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相关的制
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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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渐进式政治发展的一般理论　　渐进式政治发展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它需要改革
者在实践中掌握制度转轨的艺术和方法，也需要在理论上汲取人类历史上丰富的渐进主义思想资源，
借鉴国内外政治学界关于政治发展路径和策略的已有研究成果。
本章通过对渐进式政治发展一般理论的梳理，尝试为研究中国的渐进式政治发展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
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同时促使全社会产生一种政治共识，即渐进式政治发展不是维护现存秩序的权
宜之计，而是政治制度演进的内在要求，是宪政民主体制平稳着陆的重要保证。
　　第一节　渐进式政治发展的思想资源　　一、渐进式政治发展的人性预设　　人性论是政治哲学
思考政治问题、进行制度设计的一个重要的逻辑前提。
派伊认为：任何形式的政治分析都无可避免地以某种关于人性与社会的假定为立论基础。
①一般来说，在政治思想史上对人性有性善论和性恶论两种基本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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