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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大政治学评论（第3辑）》是由中山大学政治科学组织编辑的年刊形式的系列学术丛书（每
年出版一辑），中国大学政治科学系拥有博士学位授权点，其学术团队主要以政治理论、中外政治制
度、公共政策、当代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实证研究等研究领域。
《中大政治学评论》以展示国内外政治学研究的前沿成果为目标，以启迪思想、繁荣学术、促进交流
为己任，欢迎同行踊跃赐稿。
本辑所收集的论文，大部分来自中山大学举办的“全国首届青年政治学论坛”的会议上具有代表性的
优秀作品，内容充实、论题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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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政治思想：脉络与观念西方混合政体思想的演变五不过，这种胜利是脆弱的。
现代混合政体思想在战胜古代混合政体思想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而且现代混合政体在建立之后便
遇到了深刻的危机。
现代混合政体思想所受到的最持久的挑战就是分权制衡所带来的治理困境，权力平行的几个部分也许
会在相互牵制中让政府陷入瘫痪。
西方君主制思想衰退后，留下了一种主权思想，布丹是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
他认为政体中总有一种权力居于最高的地位，那就是制定和废除法律的权力，也就是主权，它是不可
分割的，政体其他权力都包含在这种权力之内，或从这种权力派生出来。
①布丹的主权既包含了国家所有权，又包含了国家治理权，所以这种不可分割的主权观念显然与波利
比阿式混合思想相冲突。
布丹强烈批评混合政体思想，将波利比阿列为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并指出马基雅维利“犯了错误和
上了当”。
②后来的卢梭和黑格尔继承了布丹的逻辑，认为政体中总有一种最高权力的存在，那就是主权。
卢梭认为这种主权就是立法权，它应该掌握在具有集体人格的人民手中。
他反对像孟德斯鸠那样将主权分解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把它弄成一个支离破碎的东西。
③卢梭虽然在行政权层次上接受混合政体，“因为强力的极限与软弱的极限同样地都出现在单一的政
府之下，反之，混合的形式则产生适中的力量”。
④但是他认为行政权不是主权，只是主权所派生出来的东西，它只不过是执行主权者的意志(法律)而
已，不可能对主权(立法权)构成挑战。
⑤黑格尔赞同对国家权力进行划分，但反对孟德斯鸠的权力制衡观念，“每一种权力都敌视和害怕其
他权力，反对它们像反对邪恶一样；它们的职能就在于彼此之间互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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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大政治学评论(第3辑)》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大政治学评论（第3辑）>>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