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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一批长期从事高校政治学教学工作的中青年专家所撰。
作者们深入浅出地描述了政治学学科的全部理论结构，涉及了政治学形成的哲学本体论意义，突出了
它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
除了简明的政治学说史，本书着力于描述社会中的政治主体、政治实践、政治运作及调控、人类政治
活动的价值意义。
本书的特点在于其对政治科学体系表述的深入、全面、明晰、准确而又不失于对中国政治现实的联系
。
这是一部非常实用的政治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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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政治稳定的类型　　要全面理解政治稳定，必须深人考察政治稳定的类型。
就政治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关系而言，政治稳定可区分为开放型政治稳定和封闭型政治稳定；就政治制
度而言，政治稳定可划分为专制型政治稳定和民主型政治稳定；从对传统的态度而言，可划分为变革
型政治稳定和守旧型政治稳定；就政治稳定的内部状态而言，政治稳定可划分为静态型政治稳定和动
态型政治稳定。
现实社会的政治稳定，往往是复合型的，同时兼有多种模式的特点，不是以纯粹某种模式出现。
　　对于政治稳定类型的划分比较常见的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静态一动态划分法。
静态政治稳定是指政治系统在结构功能上保持不变或基本保持不变，不求发展，排斥改革，封闭固拒
，死守过时教条，消极地维持或者简单地重复原有政治秩序，其显著特征有：（1）以政治稳定为终
极目标，为稳定而稳定，反对政治经济体制的重大改革，社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2）政治系统封
闭，排拒外来文化，社会结构僵化，缺少流动性；（3）社会周期性地回到起点，形成超稳定的社会
停滞状态。
　　动态政治稳定是指政治系统在结构功能上保持与环境的不断适应，以实现自身发展并维持政治秩
序，有如下特征：（1）对环境的开放性；（2）整体性，指政治系统、各组成要素之间形成有机联系
，协调运行，政治系统输出的政治产品充分反映各阶层、各集团的利益，使各阶层的利益得到表达，
而且当社会政治发生矛盾时，能够有效沟通，积极寻求对策，使矛盾得以协调解决；（3）过程性，
动态政治稳定显然不是政治体系滞留在某一状态，不同阶段其内涵不会完全相同，过程性意味着，在
此阶段可以而且应该对上一阶段不合理的部分进行变革，以完善政治系统的功能和运行机制，实现发
展，保持稳定，在稳定中求发展，以发展为目的，为发展而稳定。
　　第二种划分法是前一种方法的细化，它根据如下两组变量进行分析：一是关于社会发展的，即社
会是否发展和进步，政治体制和政策是否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这组变量包括动态和静态两类；另
一组变量是关于稳定问题的，即政治体制、政策和政治过程是否能保持一定的秩序，这组变量包括稳
定和不稳定两种状态。
上述两种变量的交叉就把政治稳定分成四种基本类型，即静态稳定、静态不稳、动态不稳和动态稳定
。
　　在静态稳定型下，社会表面上虽然能够维持政治稳定，但社会经济是不发展的，对内严格控制，
对外搞封闭。
静态稳定实际上是脆弱的稳定，当政治系统的封闭状态被打破，政治和经济停滞超出一定限度，这个
社会将由稳定转入无序，即静态不稳定。
静态不稳常常超越过程和政策层次而触及政权体系，甚至不经过一个相对缓和的过程而迅速直接进入
绝对不稳定，出现革命、暴乱等，导致政治系统的崩溃。
静态不稳社会经过剧烈动荡之后进入动态不稳，政治上出现宏观失控和无政府状态，其表现是：就体
系而言，新的体制取代旧的体制，在新旧交替过程中出现政治混乱甚至衰败；在政策方面，新政策不
断出台且贯彻均不力；在政治过程方面，非程序化现象比较严重。
动态不稳可能走向静态稳定，也可能走向动态稳定。
动态政治稳定是比较理想的，由于整个体系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适应性，既能保证社会政治的相对稳
定，又不妨碍社会经济发展，它允许一定程度的不稳定，这种不稳定主要存在于政策和过程层面，不
触及政权体系。
动态政治稳定是发展与稳定的有机统一，是相对稳定和相对不稳定的有机统一，甚至可以说，正是相
对不稳定的存在才杜绝了绝对不稳定。
　　综上所述，政治稳定包括动态和静态两种，静态稳定是虚假的稳定，它存在于传统的农业社会，
以牺牲发展为代价，静态稳定与现代社会的本质不相容，现代社会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发展的，因此
，政治稳定由静态走向动态是历史的必然。
但是，从静态走向动态必然带来社会政治的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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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不稳定需要变革，而变革需要稳定，又会破坏稳定，这是个两难选择。
因此，在静态稳定向动态稳定转变过程中，要注意以下问题：首先，要确保政治共同体的稳定，主要
是保证高层领导的稳定，同时强化公民的政治共同体意识。
其次，要加强政治制度建设，建立和健全政治系统的调控机制。
最后，要保持政策和政治过程的基本稳定，包括：政策措施要充分考虑大众的心理承受能力；要创造
支持变革的舆论环境；政策操作要慎重有序；要边破边立，破立并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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