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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政治学是一门历史悠久，化在中国却很年轻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学科。
现在，在世界各国，政治学都普遍被看做一门重要的学问，是综合性大学中的一个大系科，关于政治
问题的著述也十分丰富。
在我国，政治学的研究虽然还比较薄弱，但由于其领域之重要，涉及问题之尖锐，也由于它在改革开
放过程中所取得的初步成就，政治学理论研究及学科发展的前景非常广阔。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诸多革命实践者和政治理论家的探索，当代学者的积极努力，以
及现代西方政治学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引进，都为我们今天的政治学研究提供了发展的基础，但它发展
的动力和源泉却只能是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
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在政治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方面。
我国的现代化过程，或者说当代中国的总体发展，当然要以现代化建设为基础，以提高整个中华民族
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重要目的。
但是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不可能是孤立的，经济上的任何进步、变革都必然要求政治生活、政治制度
、政府管理、政治思想相应的进步或变革。
与此相一致，政治上任何趋向于现代特点的变化也都必然要求相应的理论进步，即要求我们把在中国
的政治学研究提高到与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这一历史性任务相适应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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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治学是一门历史悠久，但在中国却很年轻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学科。
　　现在，在世界各国，政治学都普遍被看做一门重要的学问，是综合性大学中的一个大系科，关于
政治问题的著述也十分丰富。
在我国，政治学的研究虽然还比较薄弱，但由于其领域之重要，涉及问题之尖锐，也由于它在改革开
过程中所取得的初步成就，政治学理论研究及学科发展的前景非常广阔。
　　本书为精练又有相当专业水准的研究型教材——语言精练，概括性强，篇幅不大，有理论深度。
本书接受了传统政治学的基本体系，即遵照阶级论、国家论、政党论、民主论、革命论的基本板块，
但在具体内容上却力图结合时代发展给予新的解释，并在统一的主线下——阶级性和社会性——展开
。
适合于非政治专业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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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一、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概述（一）“国家”和“社会”的概念“国家”
和“社会”都是当今社会政治生活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概念，不同学科、不同时期的人们在不同领域
、不同层次上使用这两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理解上的不一致。
理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必须首先明确“国家”和“社会”这两个概念的含义。
国家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虽然不同的学者对国家的具体界定并不完全一致，但对这一点基本都
是认同的，这表明国家在政治生活以及政治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
西方学者一般将国家理解为一种公共权力组织形式，如有学者认为，“国家是把政治的动力组织起来
并使之形式化的机构。
国家包括具有权利和义务的公民、制度和权限、原则和权力，它是结构化的关系网络。
”①有学者认为，“国家是一种政府结构，通常是独立自主的并有足够的权力来大力贯彻它的法令。
”②也有学者认为，国家就是一种社会共同体，是实现“善”的追求的组织形式j③或者说，国家是社
会契约的结果，是人们为了追求某种秩序和保障而相互订立契约、让渡部分权利而形成的组织形式。
的确，国家是一种公共权力的组织，它在某种程度上垄断着政治权力，但是，这些界定或者没有指出
国家与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之间的关系，或者强调了国家的社会性而忽视了其强制性。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概念明确指出了国家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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