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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政治学基础》的修订版。
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利益分析方法，对于包括阶级利益在内的社会利益的两种利开深入分析，以此为
逻辑起点，揭示了社会政治生活的政治权利两条逻辑主线，分别从政治行为、政治体系、政治文化等
方面展开了分析，包括对于作为政治权力行为的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作为政治权利行为的政治参与
的分析；对于作为政治权力的组织和制度体现的国家和执政党现象的分析，作为政治权利的组织和制
度体现的非执政党和政治社团的分析；对于作为社会政治文化主要方面的政治权力的思想形态的政治
思想的分析，作为政治权利及其对于政治权力的转化形态的精神反映的政治心理的分析，作为政治权
利及其对于政治权力的转化形态的精神反映的政治心理的分析。
最后，按照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和发展引起的政治权务与政治权利的相互作用，分析了社会政治发展
现象。
由此可见，《政治学基础（第二版）》比第一版具有更加严密而新颖的政治学理论体系。
　　作者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积极正确吸
收政治学和相关学科的新的理论研究成果，论述政治学基础论内容。
本书对政治的含义即政治分析的逻辑起点进行了再思考，对政治权利、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进行了新
理论论述。
同时，按照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对书中的重要理论观点进行了新阐
述。
以此力图构成具有科学性、实践性、时代性和富有解释力的政治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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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辩证法对于矛盾的研究，是政治学其他一切方法的基础，因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研究的根本
方法。
　　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基础。
依据辩证法，“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①。
因此，政治学定性分析就是分析政治事物的内在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定量分析则是对于政治事
物中矛盾各个方面的实际状况和程度以一定数量的显示。
　　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相结合的基础。
辩证法认为，事物的静态是事物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相对均衡而呈现的一种外在状况，因此，政治学
的静态分析就是通过相对静止的政治事物分析其内在矛盾的均衡状况。
而事物的动态不过是矛盾的发展变化，“运动本身就是矛盾”②。
政治学的动态分析也就是分析政治事物内在矛盾的诸方面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和发展。
　　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价值分析和事实分析相统一的基础。
在唯物辩证法看来，政治价值的差异，不过是“客观矛盾的反映。
客观矛盾反映人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③。
因此，只有把政治实际状况和矛盾分析与政治思想价值矛盾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个案分析和一般分析相结合的基础。
“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③是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观点，按照这一观点，每一个政治
事物中不仅包含着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着矛盾的普遍性，分析政治个案的这两个方面，就同时进
行了个案分析和一般分析。
　　最后，它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比较分析的基础。
比较政治分析的前提在于同类政治事物的差异，而“差异就是矛盾”⑤，因此，比较政治分析的任务
就在于揭示同类政治事物内在矛盾的共相和个相。
　　2.马克思主义政治研究的基本途径　　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现象的基本途径包括历史的、经济的
、阶级的和利益的途径，由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历史研究方法、经济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
法和利益分析方法。
　　（1）历史分析方法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历史分析方法的首要的绝对要求，就是把政治现象
和政治事物放到特定的历史范围和背景中去加以考察和研究，如同列宁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方
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①　　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
历史分析方法还要求从历史的因果联系中去把握政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一方面，它分析政治与特
定历史条件下其他社会因素的本质联系，另一方面，它考察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现象之间的因果联
系，这就是说，“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
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②。
　　（2）经济分析方法　　马克思主义政治分析的经济方法，是从经济关系的意义上来理解“经济
”这一范畴的，即把经济看做是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总和，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方法的
着眼点是人们的社会关系中的经济关系，而这种经济关系，实际上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人们在
社会生产中的法权关系，包含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生产成果的分配权。
　　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方法内含着唯物辩证法思想，它把社会划分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
态三大结构，从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中把握政治现象。
它首先指明经济关系对于政治关系的内容和方式具有基础的和决定性的意义，“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
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
现实基础。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③。
同时，它也确认政治对于经济具有很大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
作用”④。
　　（3）阶级分析方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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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
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
寡也不同。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
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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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者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积极正确吸收政
治学和相关学科的新的理论研究成果，论述政治学基础论内容。
《政治学基础(第2版)》对政治的含义即政治分析的逻辑起点进行了再思考，对政治权利、政治统治和
政治管理进行了新理论论述。
同时，按照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对书中的重要理论观点进行了新阐
述。
以此力图构成具有科学性、实践性、时代性和富有解释力的政治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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