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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政治参与:一项对中国与印度的比较研究》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进一步修改
补充而成的。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选择了这一研究课题，无论是从学术背景上还是从学术积累上，对自己都是
一个挑战。
随着研究的深入，愈发感觉自己功底有限，学力不逮，虽然花费了很多心力，但其中的粗漏和浅浮仍
然十分明显。
这将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完善。
　　三年中，在论文选题、资料收集、研究框架、语言表达等各个方面，我都得到了导师陈锡喜教授
的悉心指导，陈锡喜教授以其深厚的学术积累和对学术前沿的高度敏感，真正把我引入了学术殿堂，
我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的点滴进步，都凝结着他的心血和汗水，没有导师细致的关怀与不断的鞭策，我
不可能顺利完成这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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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来看，公众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管理的大幕已经拉开，选举法、代表法、工会
法、行政监察法、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一系列制度性文件的颁布与实施对公民参
政议政的政治权利进行了法律上的确认。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了“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
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目标要求。
近年来，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基础在不断扩大，公众的政治参与热情逐日高涨，实践层面上，各式各
样的基层民主试验开展得如火如荼。
中国公民对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是建立在特定政治生态之上的，“外发后生型”的政治发
展特点使中国在各方面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即启动了政治民主化进程，这使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始
终贯穿着一种“超前”态势，在认识与实践、目标与手段、形式与内容、精英与群众之间存在着种种
矛盾和碰撞。
这必然影响到公民的参与过程，使其表现出极其复杂的一面。
但从总体上看，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的持续发展，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所涉及的层级
和范围正在呈逐步提升和扩大的趋势，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动向正在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的政治参与？
如何选择正确的政治参与模式？
如何稳步推进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显然，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实践的迅速发展已经向学术界提出了迫切的理论需求。
有理论上的需求就会有理论上的回应，需求愈急切，理论上的回应也就愈强烈，理论研究的价值就在
于它能够及时答疑解惑，为现实提供理论指引。
应该说，我国的理论工作者，特别是政治学、社会学界对这一命题的反应是敏锐而迅速的，随着近年
来对公民政治参与问题关注的逐渐升温，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
从对政治参与的研究趋势来看，近年来学者们对公民参与的研究体现出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从关注
参与主体的行为转向关注参与主体的权利。
选题体现出强烈的群体性特征，农民政治参与、村镇基层直选、民营企业主人党、少数民族以及妇女
政治参与问题都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
第二，开始将制度外的、无序的参与纳入到政治参与研究的范畴中来，群体性突发事件等课题进入人
们的研究视野。
第三，开始探讨新的政治参与途径，在继续关注诸如人大、政协以及行政监督等传统参与途径的同时
，试图开辟新的渠道，政务公开、决策参与以及对非政府组织的社团、行业协会、社区组织等组织和
形式在政治参与中的作用受到充分关注。
第四，法学、社会学等领域的某些研究主题开始向政治学领域流动，表现出一定的超前性和深化趋势
，这有助于推动政治学领域对政治参与的理解。
从法学角度对公民政治权利的研究，有助于政治学界对政治参与合法性的界定，社会学对政治参与组
织行为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民众参与的动机和行为特征，为现阶段探索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提供可能
。
上述研究分别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公民政治参与这一主题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系统的发掘，对西方
学界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参与的基本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对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
特点及其成功经验做了初步总结，对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未来发展路径提出了一些前瞻性思考。
既有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深入这一课题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相对来说，当前对公民政治参
与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从研究角度来看，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趋向：一是专注于经
典的学理分析；二是致力于典型微观个案的解剖，而将宏观理论与微观个案结合起来展开研究的还并
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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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政治参与:一项对中国与印度的比较研究》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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