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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为政治学导论课程的教材，它从如何理解政治和研究政治开始，以现代国家作为现代政治的逻
辑起点，在讨论民族与国家、国家与社会、法治与民主的基础上，阐述公民政治的基本内容（公民身
份、公民充权和公民参与），勾画现代政府的权力架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揭示连
接公民与政府的关键纽带（现代政党、利益集团和大众媒体），梳理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政治文
化、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
在六编17章的论述框架中，全书不仅讨论了当代政治学的诸多基本理论问题，而且力图反映当代政治
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本书既适合作为政治学、行政学、公共管理等相关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又可以作为高等学校通识课
程之一的政治学的基础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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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政治学教科书一开篇总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政治是什么？
任何教材的编写者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但又很难回答它。
因为，这是一个答案很多却没有一个答案为学界普遍接受、认可的问题。
如果就国内政治学教材对此问题的讨论来看，目前采取的方式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种。
一种着眼于“界定政治”，即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给出明确的回答，提出关于政治的确切定义，并加
以阐释，这是大多数政治学教材通常采取的方式。
另外一种则关注“如何界定政治”或“如何理解政治”，侧重分析界定或理解政治的不同方式。
本书采取后一种方式。
在此，我们把如此选择的理由简单陈述如下。
在我们看来，政治不仅是整体，而且是发展、变动中的整体，政治本身有着复杂而变化的面孔。
因此，学界对政治已经做出的各种概念界定、各种理论解释虽然都在一定意义上捕捉、把握到了政治
的某一副面孔，但都没有也不可能穷尽对政治的认知，因而也就不可能展现政治的整体面貌。
这是政治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政治的复杂性导致人们对政治认知的有限性。
这也就意味着“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不太可能有一个单一的答案。
这样，与其着眼于“界定政治”，直接回答政治是什么，不如集中讨论“如何界定政治”或“如何理
解政治”，分析界定或理解政治的各种方式。
事实上，学界所给出的各种政治定义、建构的各种政治观本身也是选择不同的界定或理解政治的方式
或视角所带来的理论结果。
就此而言，把重心放在“如何界定政治”或“如何理解政治”上，确实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基于上述思路，我们挑选了理解、把握政治可能涉及的五个基本问题，力图通过考察不同的学者对这
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来观察他们界定政治的不同方法或视角，由此展示政治复杂而多元的面子乙。
这五个基本问题是：政治生活以什么为轴心？
政治活动的主体是谁？
政治究竟干什么？
政治活动的方式是什么？
政治生活的范围何在？
这五个问题本身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交织的。
我们之所以把它们分开来讨论，不只是出于叙述方便的需要，同时也是力图观察人们把握政治的不同
进路、不同方法，从不同的视角来展示政治整体的不同侧面。
也许把对这五个问题的回答整合起来，有可能拼出一幅由各种对立而又互补的元素组成的相对完整的
政治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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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作为教材，本书属于中山大学校级和（广东）省级（2006年度）精品课程“政治学原理”教材建设的
项目；作为产品，它是集体合作完成的成果。
主编虽然负责设计全书的整体框架、确定主要章节的标题，撰写第一章和第三章，就各章提出写作和
修改意见，并对一些章节进行删改和通读定稿，但是，全体参与成员的分工作业、通力协作才是书稿
得以完成的关键。
没有各位作者的辛勤劳作，本书无法达到目前的水准。
在此，根据全书各章的先后顺序，我们将本书写作分工的情况陈述如下，以记录和展示他们的辛勤劳
动。
第1章 理解政治：肖 滨第2章 研究政治：黄冬娅第3章 民族一国家：肖 滨第4章 国家与社会：黄冬娅
第5章 法治与民主：郭台辉第6章 公民身份：郭忠华第7章 公民充权：何欣欣 黄冬娅第8章 公民参与：
郭忠华第9章 政府权力的纵向配置：张紧跟第10章 政府权力的横向结构：邵任薇 黄冬娅第11章 政府的
功能与运作：黄 岩第12章 现代政党：邵任薇 黄冬娅第13章 利益集团：黄 岩第14章 大众传媒：张 宁
第15章 政治文化：郭台辉第16章 政治价值：谭安奎第17章 意识形态：谭安奎本书的编写得到了任剑涛
教授的关心和支持，郭巍青教授、何高潮教授参与了本书写作提纲的讨论。
中山大学出版社的老编辑施国胜先生对本书编写、出版的关注与督促是对我们的一欠鞭策，嵇春霞编
辑严谨的工作态度和认真的专业精神为本书在短时间内顺利出版提供了重要条件。
研究生温松为本书的技术处理（目录编排、注释统一、表格完善等）花了不少时习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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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治学导论》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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