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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包括八章。
第一章着重就我国社会双重转型的特点和政治参与的基本内涵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政治
参与在社会转型时期具有双重效应，为了避免因参与膨胀而导致的负面效应，政治参与必须向制度化
与组织化的方向发展。
第二章主要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体性政治参与的发展作简要的历史回顾。

第三章分析了政治参与活动中的主体——各种在社会转型时期逐渐分化而形成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
。
第四章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群体性政治参与的社会政治心理基础。
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阐述了制度化政治参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和反制度化政治参与等三种
群体性政治参与形式。
第八章是结论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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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之所以选择采用这样一个较为宽泛的定义，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分析和阐释在社会转型时期我
国的政治参与状况。
我们知道，政治参与在不同的政治共同体中受到不同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会以不同的面貌和形式
表现出来。
同时，在同一政治共同体的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政治参与也会以不同的面貌和形式表现出来。
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参与体现为一种相当复杂的政治现象。
从参与主体方面来讲，由于社会转型带来的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的冲击，不可避免地造成原有社会
阶层的利益分化和新的社会阶层的崛起，处在不同社会阶层的公民会选择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国家的政
治生活。
对由于社会变革而受到深刻影响（或受损或受益）的那部分社会群体加以分析，是研究社会转型时期
政治参与问题的重点所在。
在本书中，我们把政治参与主体界定为普通公民，既考虑到要能够较全面地反映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
心态与政治参与行为，同时也要考虑到本书的研究主题——群体性政治参与——要求选用一个自下而
上的研究视角。
从参与客体来看，我们采用了一个最为广泛的范畴，把参与主体试图加以影响和推动的政治系统中的
各种决策与行为都纳人研究范围，这样较有利于对各种不同意图和动机的政治参与行为的整体把握，
同时也符合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基本状况。
从参与途径来看，我们同样采用了一个较宽泛的界定方法，没有把非法政治参与形式和被动的政治参
与形式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
这是因为，在现实中，自动参与和动员参与、合法参与和非法参与、和平参与和暴力参与的界限从来
不会像在理论中那样容易分辨，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同一次群体性政治参与事件中，往往包含了
多种形式的政治参与，而不同政治参与形式之间的界限又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只有将多种形式的政治参与都纳入研究的范围，才能较为全面地揭示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参与的全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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