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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以来，在渐趋繁荣的社会科学领域，行政管理学（又称行政学或公共行政学，传统上是
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公共管理学则是其外延拓展）作为研究公共行政或政府管理的一门系统化的科学
，是发展最快、取得成果最为显著的学科之一。
究其原因，最根本的还是行政管理学是一门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密切相关的应用学
科。
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
”从世界范围来看，对政府管理的研究，已愈来愈引起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行政学已成为一种
全球性科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论稿>>

作者简介

金太军，男，1963年生，安徽全椒人，厦门大学哲学学士和硕士，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复旦大学公
共管理博士后。
1987年起在江苏省委党校任教，1999年作为高层次引进人才被南京大学破格评为政治学教授，2000年
起历任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长，行政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论稿>>

书籍目录

上篇 理论篇　1.经典论述　　1.1 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国家政体理论　　1.2 列宁权力监督理论　
　1.3 毛泽东政体思想　　1.4 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　　1.5 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思想　2.学科
检视　　2.1 中国政治学发展20年的总结与前瞻　　2.2 经济政治学之理论建构　　2.3 多维视野中的中
国农村政治研究　　2.4 江苏省政治学学科的总结与展望　3.西学为用　　3.1 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述评
　　3.2 规范研究方法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中的复兴　　3.3 现代性视角下西方官僚制的基础与困境　
　3.4 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中篇 政治篇　4.政治文明　　4.1 我国政治制度文明的现状及对策思考　
　4.2 政治文明与扩大公民政治参与　　4.3 程序文明与政治文明　5.政治改革　　5.1 政治体制改革性
质的学理分析和实践价值　　5.2 协调政治改革、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三者关系　　5.3 党内民主制度
建设的系统分析　　5.4 引咎辞职的双重效应　6.政治和谐　　6.1 公共权力与公共福利保障　　6.2 政
治资源配置与和谐社会构建　　6.3 城市变迁中弱势群体权益的公共政策保障　　6.4 弱势群体城市管
理参与冷漠的原因及对策　　6.5 公共危机与农民工权益保障下篇 政府篇　7.政府职能与公共管理　
　7.1 执政党与公共管理　　7.2 政府的公共管理责任　　7.3 政府能力与和谐社会　　7.4 历史城镇保
护的政府机制　　7.5 和谐社会与行政自律　　7.6 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外动力源　　7.7 “非典”危机中
的政府职责　　7.8 公共事业民营化的多重博弈分析　8.政府创新　　8.1 区域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职
能创新的多元化　　8.2 政府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　　8.3 地方政府创新的博弈分析　　8.4 政府治理形
态的创新　　8.5 现行省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系统思考　　8.6 比较制度优势与模式化悖论　9.乡村治理
　　9.1 论新农村建设视角下的乡镇机构改革　　9.2 乡镇财政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及其破解　　9.3 村
委会选举中的行政侵权　　9.4 农村医疗保障机制及其发展趋势　　9.5 拓展农民合作能力与减轻农民
负担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论稿>>

章节摘录

　　1.3.2 毛泽东政体思想的贡献与局限性　　毛泽东的政体思想，特别是他关于政体与国体的辩证关
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和民主集中制等一系列系统论述，比较科学地回答了已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应采
取何种政体形式来实现本阶级的统治，并与本国的国情相适应。
这不仅从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而且确立了新中国政体建设的正确发展方向和基
本框架。
事实上，建国初期，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新中国的政体建设的确走过一段稳定发展的道路，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这集中体现在1954年他亲自领导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上。
这部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为我国的根本政体，民主集中制是政体的基本
组织原则，从而为我国的政体建设提供了根本制度上的保障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遗憾的是，恰恰在我们的政体建设顺利发展的时代，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出现了一些失误。
这些失误有些是源于毛泽东的政体思想本身难以避免的某种时代（如革命战争时期）局限性，而和平
建国时期，毛泽东又未能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及时予以克服和弥补；有些则是由于毛泽东后来违背了
自己一贯坚持的某些正确理论。
　　第一，对国家政权的阶级实质即国体作用的过分强调，导致对政体作用的忽视，进而必然是对政
体自身建设的忽视。
由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民主发展过程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对建立起本质上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
国家制度之后，关键的一环就是建立和健全能充分体现和实现这一制度的政体这一点缺乏足够的认识
，由此造成了国体和政体之间的矛盾和反差，也违背了他以往有关政体和国体关系的辩证观点。
诚然，毛泽东把人民代表大会制视作实现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国体的最好形式，但他却未能进一步在理
论上研究如何保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地位，如何加强其自身队伍建设等诸多重要问题，在实际
上更未能采取切实措施，从具体法规、程序和制度上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因此，从50年代末开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地位不断受到削弱，直至十年“文革”时期陷于瘫
痪状态，造成了我国在政体建设方面的严重倒退。
　　第二，对集中的过分强调导致了对民主的损害。
应该说，从民主革命时期到建国初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对党和国家（主要体现在政体上）
的民主集中制是十分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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