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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一本大学教科书，至少应该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给学生提供一个合理的有价值的知识体系，并
使他们能够方便地掌握和应用这些知识；另一个目的就是给老师提供一本好教材，方便老师备课上课
，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做到学者好学，师者好教。
为此，本书在国内外出版的多种政治学教材的基础上，结合作者多年的教学经验，充分吸收和借鉴西
方政治学理论和国内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努力构建更为合理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
果。
本书一方面作为政治学及相关专业本科生的教材；另一方面，也可为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学
习、了解、研究政治学所用。
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有：舒放、段晖、李鹏、胡雅洁、林怀明、王灵珊、刘海燕，他们都是从事政治
学及相关理论研究、教学和实践的专家、学者。
本书的完成得到了武汉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特向武汉大学出版社舒刚主任及编辑付出的辛
劳表示感谢。
鉴于我国政治学理论仍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以及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疏漏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
，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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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治学教程》在国内外出版的多种政治学教材的基础上，结合作者多年的教学经验，充分吸收
和借鉴西方政治学理论和国内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努力构建更为合理的政治学基本知识体系，以达到
更好的教学效果。
　　《政治学教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着力构建政治学的知识体系。
在阐释“政治是什么”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政治与人”、“国家”、“国家机构”、“政党与
政党制度”、“利益集团”、“政治家”、“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参与”、“政治沟通”、“政
治文化”等政治学基本问题，最后通过对“民主政治”的讨论以及对“政治变迁”的分析，完成了《
政治学教程》的知识构建。
《政治学教程》适合公共管理类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MPA学员、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关注
公共管理的广大读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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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现实来看，资本主义制度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已经日趋完善，阶级矛盾逐渐缓和。
同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流动不断加快，阶级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19世纪的阶级概念很大程
度上是封建身份概念的延伸，它是以社会流动极其困难为前提的，即阶级地位很大程度上由出身决定
，资本家的儿子生来富贵，无产者世代为工人，永远无产。
这种现实在20世纪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科技的发展，不同阶级地位之间
的流动加速；随着新的行业的不断出现，传统的阶级分化成为不同的阶层，并且出现了“新中间阶层
”，他们从事管理性、技术性的职业，威望和收入都比较高，既是被雇佣者，又是有产者。
所以，用传统的两大对立阶级来分析现代社会已经远远不够了。
在上面的论述中，不同的时代，对政治有不同的理解，即使同一时代的人们对于政治的理解也有很大
差异，尽管如此，通过梳理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古今中外学者对于政治的诠释有诸多共同之处，即政
治都离不开权力。
所以，我们认为，政治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政治主体围绕权力展开的一系列活动以及其运用权力对社
会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过程。
对这一概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理解：（1）首先政治是由政治主体参与和开展的活动。
政治首先是一种“行为”，一种“活动”，这些行为和活动既包括内在的和心理的，也包括外在的和
身体的，前者如人的政治动机、政治愿望、政治抱负等，后者如政治主体的演讲，国家之间的外交关
系等，而这一切都需要有政治主体的参与。
政治主体主要针对政治客体而言，在政治过程中处于支配与领导地位，是政治活动的承担者与推动者
。
从法律角度来说，可以认为政治主体是掌握政治权力、承担政治义务的一方。
政治主体总体上来说可分为个人和团体两类。
传统社会中，在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政治主体一般只有国家机关和政府官员。
随着政党和压力集团等政治组织在政治生活中的出现，政治主体的形式开始多样化。
现代社会中，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成为政治主体的主要类型之一，许多政治学派甚至把政治主体当做
政治分析的出发点和核心内容，提出了团体理论、精英理论、政治角色理论等，并且开始从社会学、
心理学、人类学、组织学、生态学等多种角度分析政府、公民和各种政治团体。
（2）政治的核心要素就是权力。
一般来说，权力是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它能让人去做本来不想做的事，可以通过使用强制、说服或
奖励等手段去改变他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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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治学教程》：公共管理/MPA创新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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