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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新的时代需要全新的政治科学，而全新的政治科学则有赖于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换句话说就是，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的研究将为全新政治科学的构建提供重要的学术前提和智识基
础。
本书就是为了给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提供一个基础性的学术平台，借助这个平台，不同领域、不
同单位、不同国度的研究者可以长期地开展合作研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去创新政治文明和
政治发展理念，拓展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的空间，探索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的路径，改进政治文明与
政治发展的研究方法，引领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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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政党文化的概念与内涵　　自政党诞生以来，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政党文化现象的关
注。
但是，关于政党文化的学理分析并不多见。
现代政党研究的重要学者莫里斯·迪维尔热在其《政党概论》中对政党学的大量术语进行了界定，从
而建立了政党学研究的基本框架。
而萨托利在其《政党与政党制度》中则试图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关于政党政治的一般理论，以致西方
学者评价道：“将来对政党和政党政治的任何研究都将从萨托利的分析开始”。
①即使是像迪维尔热和萨托利这样的在政党学领域里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学者，也鲜有对政党文化现象
进行深入分析和科学界定。
近年来，国内对政党文化已有一些零星的研究。
　　一、三种不同的政党文化概念模式　　国内已见的最早对政党文化进行定义的是王沪宁教授。
他在1989年提出政党文化的概念。
随后在1993年，施雪华教授又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讨论。
这之后有近十年时间，很少有人专门论及政党文化的概念。
近几年已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政党文化的研究，并从不同的角度对政党文化进行定义。
迄今为止，国内已有三种不同模式的政党文化定义出现。
　　第一种是基于政治文化理论的政党文化概念。
以王沪宁教授和施雪华教授为代表。
王沪宁教授1989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从政党文化看执政党的建设》一文。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党的魂灵>>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