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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选题缘起：为什么要研究英国工党地方性组织的嬗变由政党控制或影响公共权力，业已成为一种普
遍性的世界现象，几乎每个国家的政治生活都离不开政党的参与和引导。
而一切政党，无论是以和平的竞选方式取得政权的选举型政党，还是以社会革命取得政权的革命型政
党；无论是采取公开的活动方式的政党，还是采取秘密、地下活动方式的政党，都必须借助一定的组
织载体来实现其政党的功能控制或影响公共权力。
政党地方性组织是政党伸向社会的根蔓。
从纵向结构来看，政党的组织可分为中央组织和地方性组织两大部分。
如果说政党的中央组织是其神经中枢，那么政党的地方性组织便是政党伸向各地方和基层的根蔓，它
向选民或公民展示着政党的存在和形象，并从地方源源不断地为政党汲取合法性、财政和人力方面的
支持。
美国学者拉帕隆巴拉认为，“存在明显而可能具有长期性的地方性组织，在地方组织和全国组织之间
存在定期沟通和其他联系”是一个现代政党必须具有的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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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英国工党地方性组织嬗变研究》史论结合，以英国工党地方性组织的嬗变过程为纵轴，梳理其
嬗变的缘起、历史、现状，以影响其发展的具体因素为横轴，分析其发生嬗变的根源、表现和影响。
在此基础上，从整体上就英国工党地方性组织嬗变的主要趋势、影响因素和经验教训等给出学理性思
考，以取得对英国工党地主性组织的系统分析和全面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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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言一 选题缘起：为什么要研究英国工党地方性组织的嬗变二 英国工党地方性组织嬗变的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状况（二）国内研究状况三 核心概念第一章 工党地方性组织的初步形成一 工党地方
性组织的起点：19世纪末的工会和社会主义团体（一）19世纪末的劳资冲突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
二）新工会运动的兴起与各地工会的发展（三）社会主义团体的地方分支二 工党成立之初的地方性组
织：政治机器构架的初步形成（一）高度自治的组织发展模式（二）1901年塔夫·维尔判决及影响（
三）以工会为主体的多元格局和“模范”政党的出现三 1910年后工党地方性组织规模和影响的扩大（
一）“奥斯本案”判决后组织建设的加强（二）1910年后工会的新变化及影响（三）工党地方性组织
的“市政社会主义”（四）工党地方性组织的扩展和局陷四 本章小结第二章 工党地方性组织的重组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政治生态（一）自由党的衰落（二）工会力量的壮大（三）选举权的
普及（四）工党新党章的确立二 工党地方性组织的重组（一）选区工党的正式设立（二）个人党员的
引入（三）工党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重构（四）工党地方性组织政治和社会功能的强化（五）城市
地方党组织：“社会主义”先锋队三 本章小结第三章 工党地方性组织的繁荣与回落一 战后短暂的“
黄金时代”（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工党的影响（二）选区工党的恢复与超越（三）工党地方性组织
在福利国家中的新角色二 高峰的回落和危机初现（一）保守党的革新和工党的分裂（二）工党地方性
组织颓势的初现（三）威尔逊的选区组织调查报告三 本章小结第四章 工党地方性组织的衰弱与转向
一 1960-1983年的社会与政治变迁（一）阶级结构的变化（二）地方压力集团的勃兴（三）“英国病”
与政党政治的极化二 工党地方性组织的衰弱与转向（一）个人党员的流失（二）工党地方性组织职能
重心的转移（三）工党地方性组织的结构变化——地方政府委员会的设立（四）选区工党的左倾三 本
章小结第五章 工党地方性组织的现代化改革一 金诺克与史密斯的初步改革（一）危机重重的工党（
二）发展个人党员的初步尝试（三）强化工党中央的权威，弱化工党地方性组织的权力（四）革新选
区工党的“管理委员会”二 布莱尔“新工党”的现代化改革（一）金诺克与史密斯的未竟事业（二）
大力发展个人党员（三）进一步削弱工会的组织优势（四）继续加强中央权威，弱化地方党组织权力
（五）地方党组织政治参与度的衰减三 本章小结结语 对工党地方性组织嬗变的思考一 工党地方性组
织嬗变的轨迹二 工党地方性组织嬗变的影响因素三 工党地方性组织嬗变的启示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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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费边社及其地方分社费边社是另一个社会主义团体，它人数更少，只有一二百人，而且几乎
全都是知识分子，组织极其松散，仿佛只是一个沙龙，既无正式的组织机构，又无政党的组织活动，
成员来去自由，完全没有正式的程序。
它虽然从1893年成立伊始就鼓动社会主义者和工会参加竞选活动，并且从那时起，也实际参加了这种
运动，可是它的主要工作还是宣传社会主义。
因而，它从来没有征求过大批的社员，在1906年它的社员名册上只有784个名字。
①它当然也有相当数目的、带着同样名称的分社散布在全国，但是其规模和数量显然难与其他社会主
义团体相媲美。
费边社及其分社最大的成就除了在于帮助资产阶级了解社会主义的观念，消除极端的偏见之外，还有
对地方政府管理地方公用事业即“市政社会主义”的倡导和实践。
早在1870年，伯明翰市政府就在自由党领袖张伯伦领导下对过去由私人提供的电、煤气、自来水等地
方公用事业实施管理。
这种做法得到了韦伯夫妇等费边成员的赞赏。
在他们看来，由地方政府管理公共事业，不仅能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也能为劳工提供更好的就业机
会。
比特阿利斯·韦伯曾一再强调由地方政府为劳工提供就业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实现“社会主义”蓝
图的必经之路。
②在伦敦，费边成员与激进的自由党人士联手组建了“进步”党。
当1889年新成立的伦敦郡议会迎来第一次大选时，该“进步”党一举赢得议会的多数席位，并发起了
一系列市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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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博士论文即将出版之际，我不禁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首先要衷心感谢我的导师林建华教授。
在他的引领下，我开始对英国工党地方性组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论文从选题到定稿都得到了他的指点和启发。
林老师的鼓励、督促，让我终生受益；他的宽容和严谨也常令我感动不已。
在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求学的六年中，我还有幸得到了院里诸多名师的教诲和指导。
我的硕士生导师项继权教授，在我读博期间仍然继续给我指点与帮助，师恩难忘，铭记在心。
徐勇教授的高屋建瓴和大家风范、唐鸣教授的机智幽默和豁达开朗、高秉雄教授的博学多识和敦厚仁
慈都令我终生难忘。
陈伟东教授、吴理财教授、邓大才教授、刘金海教授以及贺东航、王建国、黄辉祥、刘义强、袁方成
等老师的学识与教诲也促进了我的思想成长。
肖友英、胡玲玲、孙群、赵琳、熊娜等老师为我的生活和学业给予了诸多支持和关怀，在此也深表谢
意。
无论如何不能忘记的还有大学本科期间引领我走上学术之路的启蒙老师，他们分别是任宝玉博士、徐
增阳博士、侯作前博士、陈晓军博士、王茂庆博士、陈国申博士等。
此外，袁群、李华峰、孙鹤汀、李海金、应小莉、吴晓燕、罗峰、冷向明、刘志昌、汤玉权、郝亚光
、陈玉华、卢璐、许远旺等学友也给我提供了许多智慧的火花和生活上的帮助，令我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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