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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充斥着大量的“虚假的知识和错误的真理”，需要我们认真厘清。
由杨光斌编著的《政治学的基础理论与重大问题》从认识论上和比较历史方法论上反思中国需要什么
样的政治学，提出了“走出理论实验场，建构本土政治学”的命题，以及中国政治学应该遵循的“语
境—议程—方法”研究方法，对流行中的制度主义理论进行中国语境下的理解和建构。
对政治学的基础理论和根本问题，如国家、民主以及国际冲突，《政治学的基础理论与重大问题》也
多有反思性的重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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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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页：资产阶级不再是民主的推动者，有的甚至是民主的反动者，有三个原因，第一，19世纪中叶
以后，即在马克思主义出现和马克思主义领导的工人运动登上历史舞台以后，西方的政治形态由精英
政治渐渐发展为大众政治，因此作为精英阶层的资产阶级是不喜欢工人阶级的权利诉求的；第二，与
此相联系，民主从保护财产权的工具变成了实现多数人平等权的工具，民主甚至变成了“剥夺”少数
人财产的工具；第三，政治文化以及发展时序的差异。
不同于英美法的国家一社会的二元对立关系，在南欧、南美以及东亚，政治文化上是阶级合作主义的
，由国家扶植起来的所谓资产阶级也没有要求民主的动力。
重新考察民主的历程，我认为，从一开始，下层阶级就一直是推动民主的重要力量；而到了大众政治
时代，下层民众则是很多国家民主政治的主力军。
因此，我提出，民主的本质是社会主义。
在这个意义上，大众民主的本质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含义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都必须承认，社会主义运动是反对
等级社会和不平等的产物，因而其核心是平等与公正；而追求平等与公正的社会主体（即社会主义运
动的主体）必然包括那些无权无势的下层民众。
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则是下层阶级实现平等权的最好工具。
因此，民主在本质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至于民主历程中的曲折，比如民主与多数人暴政、民主与“民粹主义”的复杂关系、到底应该实行什
么样的民主，以及如何实现民主，那是特定语境中的特定课题。
张飞岸：“民主的本质是社会主义”与我们平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民主”是什么样的关系？
杨光斌：我个人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民主”把民主看成是终极价值，而终极价值自然就具有了
评判功能，具有标尺作用，即以民主的形式以及民主的多少来衡量政治现实的得失。
而“民主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则把民主当做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工具性价值，社会主义则是目的性价
值。
另外，提出“民主的本质是社会主义”有助于祛除民主的意识形态色彩，不要简单地把民主当做资产
阶级的东西，没有必要谈民主色变。
张飞岸：无论是民主问题还是社会主义问题，都是国家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在理论上与马克思主义关
系很密切。
政治学研究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关怀，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核心是国家问题和国家理论，请谈谈
您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看法。
杨光斌：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西方社会科学往往从马克思的老乡马克斯·韦伯那里寻求理论的知识
渊源，极力回避马克思。
但是，社会科学无法绕开马克思。
在国家理论上，西方政治学总是大谈韦伯而回避马克思。
根据我的研究，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在理论上具有“元理论”贡献，在实践上具有批判性和建设性二重
价值。
西方社会科学中流行的“俘获型国家”、“勾结型国家”、“掠夺型国家”，只不过是马克思的“工
具主义国家”和自主性国家的翻版。
在众多的国家理论流派中，马克思是不可替代的。
在现实层面，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在批判或分析资本主义国家中形成的，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也是
民族国家形成和成长的过程，因而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对于研究民族国家建设而言具有普适性。
在民族国家成长和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每个国家选择的发展道路多种多样，同时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
问题，马克思对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或成长中的民族国家的分析和批判无疑入木三分。
比如由国家的依附性所导致的治理问题。
在比较研究后我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成败以及转型国家的好坏，都验证了马克思的国家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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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治理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作用的丧失或者说国
家成为金融寡头的牟利工具。
南美洲自二战以后出现周期性治理危机，说到底也是国家的角色出了问题，比如阿根廷要么被民粹主
义俘获，要么在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中被有产阶级俘获，国家变成了一部分社会力量的工具，国家丧失
了应有的自主性。
总之，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对于成长中的民族国家具有普适性价值，即减少国家的依附性而保证国家的
自主性。
因而，不能把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简单化，它不但是批判的，还有建设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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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治学的基础理论与重大问题》为政治学前沿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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