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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共设12章。
第1章：政治与政治学，阐述政治现象与政治本质、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历史沿革以及政治学的知识
体系与学科地位，以期让学生对政治和政治学及其发展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和清晰的定位，起到绪论的
作用。
第2至11章：按照阶级、国家、民族等政治活动舞台上的主体，在政治心理和政治文化的影响下，进行
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获得和维护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实行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并在民主政治发
展的推动下，注重领导的科学决策，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努力促进政治现代化、政治民主化、
政治科学化这一思路进行设章分节，以使学生能够明确政治学原理的主要内容、内在联系和发展趋势
。
第12章：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阐述国际政治和世界格局的发展演变，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的关系以
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既使学生开阔视野，又使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有机结合，实现内政与外交的有机
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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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政治现象与政治本质政治是人类社会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政治具有科学含义和发展规律。
政治具有重要的社会地位，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一、政治现象政治是人类阶级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它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它也将随着
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而消失。
（一）政治的产生政治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人类所经历的第一个社会形态是原始社会。
在原始社会初期，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极其低下，生产极其落后，社会制度“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
系的支配”，①也即是说，在原始社会初期，人们的血缘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那时没有出现政治现
象。
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类社会发生了三次社会大分工：第一次是畜牧业和农
业的分离、第二次是手工业从畜牧业和农业中分离出来、第三次是商业从农牧业和手工业中独立出来
。
社会分工使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增长，生产工具从石制工具逐渐过渡到金属工具，劳动生产率得到极
大提高，剩余产品大大增加，这就使得氏族社会中的首领和军事首长有可能利用有利地位占有剩余财
富，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私有制由此产生。
同时，社会分工对劳动力的需求也迅速增加，战俘不再被杀掉，而是和丧失生产资料的穷人一起沦为
财富占有者的奴隶，被迫从事劳动以创造更多的剩余产品，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便由此出现了。
随着奴隶人数的不断增长，奴隶成为社会的一个主要构成部分，整个社会逐渐分裂为奴隶主和奴隶两
大对立阶级。
人类社会出现了第一次以阶级利益的对抗为主要内容的阶级矛盾和利益冲突。
面对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利益冲突，氏族社会的公共权力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氏族社会的氏族民主
制开始逐步瓦解，一种强制性共同规则的产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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