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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政治学是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程，本课程的学习将为整个专业的学习奠定理论的基础及思维的框
架，因而教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本书的写作致力于帮助教师与学生厘清政治学理论的基本线索、基本方法，掌握政治学的基本问题，
确定基本的价值标尺。
政治生活是人类生活的三大基本领域之一，政治学是对人类政治活动规律的研究，是一个古老而庞大
的学科。
从形式上看，政治的内容既是人类的活动本身，同时又是外在的力量，主宰着人类的命运，正由于这
种特性使得政治本身有着令人着迷的魔力，使政治学研究本身具有了复杂性和丰富性。
政治学研究正是要寻求在现实生活中构建正当、正义的政治权力，开展有价值的政治活动，使人们过
有意义的政治生活，恢复人对于政治的主体地位；在政治权力面前追求人的优先性，抵御不合理的政
治压力的强制性认同，避免政治给人类带来的悲剧命运，不断地强化政治领域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
并且不让这种人的优先性被其他任何原则所取代。
本着这样一种价值取向，本书的体例安排和内容写作上突出了如下特点：（1）概念明确、清晰，内
容系统、完整。
概念是人们思考、批评、论证、解释和分析事物的工具，是人类知识的基础材料。
本书对政治学所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定义，从而构成全书分析问题的基础；通过概念
区别此事物与彼事物，对于政治规律的认识，就是通过形成与提炼解释政治学的概念逐步形成的。
本书在结构上简单、明了，包括政治主体、政治活动、政治意识形态三个主要的方面。
第1章是全书的纲要，讨论政治本质、政治概念、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及政治学说的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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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治学》注重吸纳近20年来政治学研究的成果，如全球化的理论、公民资格理论、人权理论、
政治参与理论、合法性理论、政治发展理论等。
突出政治发展的民主理念，构建价值层面的认知。
注重对人类政治观念及价值的考量，分析了现存的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及指向，力图使政治的学习过程
不仅仅是学习知识的过程，而且是一个确立民主政治的价值尺度，塑造有民主、平等、自由、公正人
格的过程，从而提升《政治学》的理论深度、时代感及可读性。
本教材主要供高等学校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等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生使用。
也可作为MPA学员及社会各界实际工作人员学习参考用书。
政治学是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程。
本教材阐述了从民族、国家、政党到领袖、公民各政治主体的存在方式、活动特点以及在现实政治生
活中的作用；分析了政治主体的运行方式、民主政治的发展、政治权力的运用、公共政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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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5.1 军队的组织特征现代武装力量的发展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之后，当时的欧洲大国开始建立通常以常
备军为基础的标准化形式的军事组织。
到19世纪，军队从社会中分离出来，成为拥有职业领导的专门化机构。
欧洲殖民主义又反过来促使全世界都采用了这种军队模式，军队由此成为普遍的国家组织的构成要件
。
一个国家的军队体制直接反映了该国的政治体制。
军队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政治机构。
四种因素使军队区别于其他政府机构及组织，并使之具有相对于治安机构的一种特别的、有时候是压
倒性的优势地位。
（1）军队作为战争的工具，享有武器和强制力量的垄断权。
由于军队有能力支持或推翻某一政权，其忠诚攸关国家的存续。
（2）武装力量有着严密组织和高度纪律性，以军衔等级和严格服从的文化为特征，属于最典型的韦
伯式官僚制。
因此军队具有不同寻常的组织效能，尽管这也会造成僵化并阻碍主动性和创新。
（3）军队总是具有特别的文化和价值，以及随时准备战斗、征杀甚至死亡的集体精神。
由于传统上强调领导、义务与荣誉，军队文化有时被.认为具有内在的右翼特征与深刻的威权性，不过
它还可能是基于革命社会主义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信条之上。
如美国陆军的价值观主要有忠诚、职责、尊敬、奉献、荣誉、正直和勇敢。
（4）由于武装力量保障国家的安全和统一，它们也是国家利益的保护者，在这种意义上，武装力量
经常被认为，并通常自认为位于政治之上。
这使大多数国家的军队获得了特殊地位与尊重，但军队也可能往往因此干预政治，尤其是军方认为重
大国家利益面临威胁时更是如此。
①4.5.2 军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军队的主要用途，是必要时作为针对其他政治社会的战争工具。
军队作为独立和常备机构的形成，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体系的出现同时发生，其原因就在于此。
武装力量既可用来防御，也可用来进攻。
它的职责就是保卫国家免受外来侵犯，因而几乎所有国家都拥有武装力量，同警察、法院或邮政机构
一样，军队也被视为现代国家的基本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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