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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于我国政治学行政学学术研究“十一五”期闻发展状况的系统总结
　　对于我国政治学行政学学术研究当前状况的分析评估
　　对于我国政治学行政学学术研究“十二五”期闻发展趋势的分析
　　对于我国政治学行政学学术研究“十二五”期闻重要领域和课题的规划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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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浦劬　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国家教育部政治学基地)副所长，北京大学政府管
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治学会、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员会
政治学科评议组副组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政治学教材首席专家，中国大百科全书(
第二版)政治学部分副主编。
1998年被评为“国家教育部跨世纪人才”，2002年被评为国家教育部“全国优秀青年教师”，2006年
被批准为中央“四个一批”社会科学理论人才。
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编撰《政治学基础》，　《选举的理论与制度》、《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政治
学)》、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等作品，主译《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　《东亚模
式的启示》、《官僚制与公共经济学》。
在《北京大学学报》、《政治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国家教育部跨世纪人才项目等多项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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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中国政治学学术发展十年：总论
　第一章“十一五”期间主要进展和重要成果
　　一、思想理论研究得以发展深化
　　二、现实对策研究得到扩展强化
　　三、基础学术研究趋向深化细化
　　四、学科交叉研究取得新的进展
　　五、研究方法受到较大关注重视
　　六、对外学术交流日益加强发展
　第二章　学术研究当前发展的基本状况
　　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进步巩固
　　二、政治学学术发展的根本方向明确
　　三、政治学学术研究的基本方位清晰
　　四、国家优效治理成为研究重点、亮点
　　五、学术研究方法逐步趋向科学规范
　　六、研究领域呈现分化与融合的趋势
　　七、研究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生长点
　　八、对外学术交流成为重要发展途径
　第三章　学术研究进一步推进的着力点
　　一、深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研究
　　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研究
　　三、提高对策研究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四、推进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科学性
　　五、积极展开政治学的辩证结合研究
　　六、积极推进和深化公共政策的研究
　　七、加强政治学科基础性研究和建设
　　八、强化和扩展政治学对外学术交流
　　一、政治学研究负有重大的思想定向责任，势将促使政治学对于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
进一步展开深入研究
　　二、政治学研究负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任务，势将促使构建中国本土原创性政治学理论发展成为政
治学研究的未来趋势
　　三、政治学研究负有重要的学术推进使命，势将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
和实践研究趋向深化
　　四、政治学研究负有重要的现实政治责任，势将促使政治学进一步趋向现实对策性研究，使公共
政策研究迅速强劲发展
　　五、政治学研究对象日趋丰富的发展状况，势将拉动我国政治学研究趋向学术范围和关注层次的
丰富多样、相互融合
　　六、政治学研究面临的研究方法改进需求，势将拉动政治学研究趋向思维方式、探讨途径和工具
进一步多样化和规范化
　　七、政治学研究对于学科专业调整的要求，势将促使政治学学术研究趋向推动建构更为合理广阔
的学科学术研究空间
　　八、政治学基础研究深入强化的发展要求，势将有力地推进政治学基础学术研究和学术基础建设
趋向进一步深化和强化
　　九、政治学科对外学术交流的开拓和发展，势将促使政治学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进一步趋向丰富
多样和双向深入展开
第二部分　中国政治学学术发展十年：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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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
　　一、“十一五”期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研究基本成果
　　二、“十一五”期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研究的主要不足
　　三、“十二五”期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研究领域课题
　第二章　政治学基本理论
　　一、“十一五”期间政治学基本理论研究概况和特点
　　二、“十一五”期间政治学基本理论研究成果和创新
　　三、“十一五”期间政治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
　第三章　当代中国政治
　　一、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文献综述
　　二、“十一五”期间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文献综述
　　三、“十一五”期间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基本评价
　　四、“十二五”期间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规划建议
　第四章　中国基层政治与治理
　　一、“十一五”期间中国基层政治与治理研究的总体进展
　　⋯⋯
　第五章　中国政治制度
　第六章　西方政治制度
　第七章　比较政治
　第八章　中国政治思想史
　第九章　西方政治思想史
　第十章　公共行政学
　第十一章　公共政策
　第十二章　政治学交叉学科（上）
　第十三章　政治学交叉学科（下）
　第十四章　政治学研究方法（上）
　第十五章　政治学研究方法（下）
附录一　2006—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年度项目政治学科课题指南
附录二　“十一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中与政治学研究相关项目
附录三　“十一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年度项目政治学科立项项目
附录四　“十一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西部项目与政治学研究相关
附录五　“十一五”期间后期资助项目中与政治学研究相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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