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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邓小平的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又一次革命。
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给中国带来革命性变化。
这种革命性变化不仅体现在经济、政治等层面的现实生活上，而且还表现在因现实的变迁而带来的理
论上的创新和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学学科建设上的成就方面。
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让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同时由经济变革带来的政治体制上的变
化也是有目共睹的。
首先，在民主法制建设上，人治正在走向法治，政治的制度化正在加强，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终身
制的废除和退休制度的形成。
其次，在国家结构上，过去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简单的单一制已经转变为更加复杂的国家结构关系。
  中央与地方、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多的市场经济特征。
再次，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过去是“大政府（国家），小社会”，现在正向“大政府（国家
），大社会”的方向变化。
民间社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自由越来越多。
最后，在意识形态上，过去那种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封闭、激进而又教条的态度已经转变
为开放、理性而又灵活的态度，因而形成了引导改革开放事业的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和和谐社会构想。
所有这些变革，都是我们在20多年前所无法想象的。
当然，在政治进步的同时，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回避。
那就是迫切需要建立一套约束政府权力、使人民群众的真实意愿和利益诉求能够得到顺畅表达的机制
，以便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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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体系上，《21世纪政治学系列教材：政治学导论（第3版）》基于政治的内在逻辑，首先考究了
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治的性质，然后依次阐述影响政治体系运作的政治意识，政治体系本身和政治行为
，以及作为政治体系变化和政治行为结果的政治发展，从而形成了较有特色的政治学原理体系。
在内容上，在通俗地阐述既有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基础上，《21世纪政治学系列教材：政治学导论
（第3版）》充分吸收了国内外政治学的最新成果，诸如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新国家理论和政府理论
、政党适应性转型、社会资本、公共治理等。
因此，本书有助于读者系统地和动态地了解作为&ldquo;国家学&rdquo;的政治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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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光斌，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在英国和美国进修。
1997-1998年任美国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国际事务学院富布莱特教授；2003年秋季在美国Denver
University国际关系学院讲学。
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主持过多项重大课题，其中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制度变迁理论研究”。
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制度理论）、当代中国政治、比较政治、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
代表性著作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国家权力》、《制度的形式与国家的兴衰：比较政治发展的理论
与经验研究》、《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等。
发表制度变迁研究方面的中英文论文3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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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根据上面的模式，当个人或团体向政府提出要求时，即要求政府满足他们自由、经济安全、警
察保护等需求和愿望时，政治过程便开始运转了。
政策制定者会检查各种要求，并考虑到自己的利益，然后作出决定，这些决定可能是行政命令，也可
能是法律。
这些决定就作为输出而反馈给社会。
通过反馈过程，提出要求的个人和团体就会发现政治系统是如何处理他们的要求的。
如果这一政治系统能满足这些要求，政治过程的各部分就皆大欢喜。
如果不能满足这些要求，要求者就面临几项选择：接受该决定，因为政策制定者有能力去执行它；重
新提出更温和的要求；通过政治系统的其他渠道提出要求；撤回他们对政策制定者甚至整个政治系统
的支持。
当大部分成员不再支持该政治系统时，就会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革命，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推翻国
民党政权的革命。
显然，支持是政策制定者对要求反应的结果。
根据上面的模式，给予支持或撤回支持就是第二种输入。
这一系统模式对我们理解政治有何帮助呢？
其中一个重要意义是说政治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输入（要求与支持）影响输出（决定
），而输出又影响下一轮的输入，如此循环不断。
另外，把政治看成一个系统有助于理解政治过程的关联性。
政治活动不是在与世隔绝的场所进行的，而是与文化、法律、意识形态和经济等系统相互作用的，它
们又为政治活动提供某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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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有必要交代一下《政治学导论(第3版)》的体系。
我们力图按照政治运行的内在逻辑来编排。
第一篇探讨政治的性质，它是理解政治学和政治过程的出发点。
关于政治的观点有很多，我们试图从体系论和博弈论途径诠释政治，“政治”因而不再是一个呆板的
概念；同时，如果不直接从权力角度看政治，就很难认清政治的性质，因而在这一篇中着重分析了政
治权力。
在接下来的几篇里，首先介绍和探讨政治意识（第二篇），然后探讨政治体系（第三篇）、政治行为
（第四篇）和政治发展（第五篇）。
我们考虑的是，在研究任何一个政治体系之前，应该勾画出政治意识的基本框架。
因为，如果把政府决策看作是政治运行的中心，影响政府决策的由里及外的环境因素依次是权力分配
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
因此首先考察作为一种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乃是研究政治学的逻辑要求。
政治体系既包括政治行为的主体，又包括影响政治行为的政治规范和制度。
政治行为的主体既包括国家、政府、政党和政治社团这样的政治组织，又包括政治个体。
无论什么样的政治行为主体，其行为都要受到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规范的限制。
政治制度包括政府体制、政党制度和政治社团活动规则等，其中政府体制是政治制度的核心。
显然，政治行为是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发生，受到政治体系的约束。
政治行为几乎囊括所有的政治现象，考虑到政治行为是政治主体的活动，我们以政治主体为标准来划
分政治行为的类型，即政治统治、公共治理、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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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治学导论(第3版)》是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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