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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党员干部不可不知的政治学常识》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便出现
了政治现象。
政治关系是人类社会政治的本质内容，一切其他政治现象都是政治关系的外化和具体表现形态。
政治学就是研究政治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社会科学的重要学科。
　　党政官员是各种政治行为的重要主体之一，掌握一些政治学知识不但需要而且必须。
《党员干部不可不知的政治学常识》从政治与政治学、国家与政府、政党和政治社团、政治文化与政
治思想、政治行为与政治活动、公共政策及其实施、政治现代化与政治民主、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
民族与宗教、国际政治等方面，对政治学的本质内涵和国外借鉴进行了系统的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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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政治与政治学一、政治概说二、政治学及其研究三、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阿第二章 国家与政
府一、国家的本质与职能二、国家形式三、国家机构四、政府及其职能五、政府制度第三章 政党与政
治社团一、政党二、政治社团三、政治人第四章 政治文化与政治思想一、政治文化二、政治心理三、
政治思想四、政治社会化第五章 政治行为与政治活动一、政治统治二、政治管理三、政治参与第六章
公共政策及其实施一、公共政策及其功能二、公共政策的制定三、公共政策的实施四、公共政策的评
估第七章 政治现代化与政治民主一、政治现代化二、政治民主三、政治文明四、人权第八章 政治发
展与政治稳定一、政治革命二、政治改革三、政治稳定四、政治发展第九章 民族与宗教一、民族与民
族问题二、宗教第十章 国际政治一、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二、国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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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章  政治与政治学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便出现了政治现
象。
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认为政治本质上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其核心是国家政治权力。
政治关系是人类社会政治的本质内容，一切其他政治现象都是政治关系的外化和具体形态表现，政治
关系内含着三个层次的递进关系：利益关系、政治权力关系和政治权利关系。
政治学就是研究政治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社会科学的重要学科。
一、政治概说1.政治的含义政治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公共权力现象，是一定的阶级
或社会集团为了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围绕国家政权的取得和运用所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
的总和。
其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政治是一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公共权力现象，是在社会经济关系发
展到产生了对抗的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时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公共权力，即人与人之间的支
配与服从、统治与被统治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
（2）在具体表现形式上，政治权力的运用总是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来进行的，政治在对社会公共事务
的管理过程中体现出明显的公共性，但就其本质意义而言，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实现和维护统
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
也就是说，政治实际上是阶级性与公共性的统一。
（3）国家政权是政治的核心，是政治的根本问题。
2.政治的主体人类的全部政治实践都是由一定的政治主体来完成的，所谓政治主体就是政治实践的从
事者和政治关系的承担者。
政治主体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内容，但大体上有两大类：群体性政治主体和个体性政治
主体。
在群体性主体中，最主要的是阶级，阶级是社会政治实践的主导力量，除此之外还包括民族、阶层、
政党、政府、社会团体、利益集团等，它们构成了特定的政治群体；个体性政治主体，主要指社会公
民，特别是政治官员乃至政治家、政治领袖，他们作为重要的政治人从事政治实践，并承担政治责任
。
此外，人类政治生活不仅包括国内政治，也包括国际政治。
国际政治是国内政治的扩展和延伸，国家是国际政治实践活动中最主要的政治主体，它虽然以全民族
代表的姿态出现，但实质上它是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阶级阶层的代表，是一种特殊形态的
政治主体，也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主体。
3.政治的核心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治权力。
所谓国家政治权力，就是指国家这一暴力机器所特有的强制性力量的总和，它是政治主体实现政治目
的的工具。
任何阶级要实现自己的社会经济利益和要求，都必须掌握和控制对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即获得国家政
治权力，控制国家暴力机器。
因此，国家政治权力，就构成了政治的核心结构。
一切政治实践和政治关系，都是围绕国家政治权力而展开的，国家权力是政治的轴心。
4.？
治的特征政治的本质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政治的派生性。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说明了政治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派生物，生产力的变化和经济结构的变
化，必然引发政治形态的变化。
并且，政治是代表特定社会最根本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以实现特定利益为目的，为特定的经济关
系的形成、发展和巩固服务的。
（2）政治的阶级性。
阶级是政治时代的特有现象，政治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
在任何时代，政治都表现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运用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两种手段去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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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统治阶级，而？
统治阶级为了获得政治利益，改变政治地位，就不得不运用暴力手段去推翻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
（3）政治的强制性。
政治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国家政权问题是全部政治的根本所在。
国家政权是政治的主体结构，它以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具有强制性。
（4）政治的系统性。
政治生活构成一个有机系统。
社会政治系统包含各个政治要素，是由各个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构成的，各要素按照一定结构形
成相对稳定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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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党员干部不可不知的政治学常识》：不可不知系列力求把零散的东西变为系统的、孤立的东西变为
相互联系的、粗浅的东西变为精深的、感性的东西变为理性的，既遵循规律忠实于理论，又不拘泥于
表达的方式而简洁平实深入浅出。
党员干部如果不加强读书学习，知汉就会老化，思想就会僵化，能力就会退化，就难以做好领导工作
，就会贻误党和人民的事业。
爱学习、勤读书，通过读书学习来增长知识、增加智慧、增强本领，这是新形势下做一名称职的党员
干部、胜任地履行领导职责的内在要求和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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