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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转型时期我国政治整合问题研究》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为背景，着重探讨了在这一时
期中国社会的政治整合问题。
《转型时期我国政治整合问题研究》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于，它不仅运用了众多的政治学、社会学、
心理学的经典理论资源和概念工具对处于转型期中国社会在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态方面所表现出来的
新的特征作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实证剖析和透视，而且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整合机制也
作了较为系统和客观的梳理和评析。
　　《转型时期我国政治整合问题研究》认为，中国现在有的政治整合机制是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社
会调控模式的基础之上为适应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现实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总体而言，它适应了中国现实社会的发展，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在社会
、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多方面所凸现出不来的新特征的不断显现，中国现实的政治整合机制也存在诸
多内在的不足。
它需要不断地完善和丰富。
在此基础上，本书对如何完善转型期中国政治整合机制作了一系列的有益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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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转型期以来我国社会政治生态发生的重大变迁　　转型以来我国社会政治生态发生了重大的
变迁，具体说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国家政治权威的刚性被严重地侵蚀。
转型前的我国社会，国家是唯一的社会权威资源和物质资源的拥有者与供给者，任何一个民众如果不
服从国家政治权威组织对其社会地位的认定和安排，他将面临难以克服的生存危机。
因为他只有从政权体系那里才能获得生存的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除此以外别无来源。
在这种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他若固守自己的不服从的态度，轻则生活质量将大打折扣，重则将失去生
存的空间。
正因为如此，当年斯大林的政敌托洛茨基曾把这种现象概括为“不服从者不得食”的原则。
当然，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对当时的社会主义苏联带有极端仇视和个人偏见，但抛开个人的感情因素，
客观上说，这种观点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的现实。
关于这一点，一位旅日的华人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见解，他认为，在过去，“当部下的言行引起上司
不满时，他所面临的选择是改变自己的个性按照上司指示行事，否则就有可能遭到各种处分”。
这一表述尽管没有前者那么直白，但同样表明在计划经济时代对政治权威服从的绝对性。
在这种“不服从者不得食”的潜规则之下，不管是出于对生存的渴望，还是出于个人的理性认知，除
极个别的成员以外，一般来说人们都会选择对政权系统表示绝对的服从。
在这种绝对服从的氛围下，政权体系权威的刚性也就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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