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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为六部分：
　　导论主要介绍了本书的写作概况。
民主始终是人类社会进步中不可回避的焦点话题，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不懈探索和推动中，民主理论
的研究及民展呈现出了空前的繁荣。
而复兴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参与式民主理论，近些年来备受国内外学术界的瞩目，因此笔者在导论
部分道德从宏观上向读者呈现了相书问题研究的背景与意义、研究现状以及写作浪潮与理论框架
　　第一章主要探讨了参与式民主的理论渊源。
复兴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民主理论或范式，而是对民主参与传统
的一种理性回归，历史上古希腊的公民参与理论和实践体现了民主的原初本质，提供公民参与的灵感
之源，是参与式民主的理论源泉。
卢梭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和卢梭民主理论的基础上大大丰富了参与式民主的理论内涵。

　　第二章主要分析了参与式民主理论的现代衰落与复兴。
古代民主理论开户了积极公民参与的理想和实践，但对公民参与弊端的批判始终伴随着民主理论的民
展，基于对公民参与困境的思考，近代以来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逐步在西方国家的思想和实践上占据
主流地位，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走向繁荣，现代民主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强调公民参与内在的危
险性、容易引民“多数人暴政”，进而将目光转向一种选举民主‘精英民主，具有排斥公民参与的倾
向，于是参与式民主在现代走向衰落。
但是２0世纪中期以来，自由主义民主自身的各种缺陷’弊端凸显日渐出来，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下
是基于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及其现实的种种反思的基础上，开始逐步走向复兴的，其中以柯尔和阿伦
特为代表的参与式民主理论者拉开了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复兴的序幕，该章内容再现了参与式民主现
代衰落及当代复兴的历史图景。

　　第三章主要论述了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在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逐步走向复兴的背景下，缘于对现实中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弊端的审视和反思
，学者们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诠释了参与式民主理论，并以此作为对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的修正和补
充。
1962年，麦克弗森在《占有性个人的政治理论：从霍布斯到洛克》一书中批判自由主义民主是一种“
占有性个人主义”，背离了民主的本质，提出了参与式民主来对其进行救治，麦克弗森的民主理论推
动了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形成。
1970年，佩特曼的《参与和民主理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正式形成。
参与式民主理论形成以后，形成以后，引起了西方学术共鸣，其中以强势民主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为
代表，推动了参与式民主理论在当代的新民展。

　　第四章主要剖析了作为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核心主题的参与。
公民参与始终是民主制度的中心议题，“参与”的多少一直以来都是界定和衡量民主发展程度的重要
标志，但不同取向的民主范式对公民参与的认识和看法是不尽相同的。
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从民主本质属性出发，将公民参与置于民主理论的核心，阐释和分析了道德条件
和公民参与的实践形式等参与要素及其内在关联。

　　第五章主要反思了参与式民主理论的贡献和不足，及其对我国民主化建设的启示。
参与式民主理论以公民参与为核心，了积极参与的民主范式，代表了当代民主理论发展的新取向，成
为当代民主理论延伸和拓展的新热点。
本章在评价参与式民主理论贡献与不足的基础上，控制了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对我国民主建设的有益
成分，并探索在当代中国特色制度框架下民主伦建设的民展方向和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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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原宗丽（1977-），女，辽宁沈阳人。
2002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任教于厦门大学，期间获法学博士学位
，现为厦门大学事务学院助理先后在国家级核心、省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参与承担国家、省
市级课题近十五项，其中主持省级课题两项。
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民主政治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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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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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 公民参与领域的拓展 在密尔的民主思想中，表现出了对工人阶级民主参与的支持。
他指出，政府将工人阶级排除在一切直接参与领域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工人对问题的看法，有时
是完全同样接近真理的，当涉及工人本身利益的问题时，无论如何应当恭敬地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不
应当像现在这样不仅不予以尊重而且加以忽视。
在后期的著作中，密尔逐渐将工业领域看做是个人通过对集体事务的管理而获取经历的另一个领域，
因此，将参与的教育功能逐渐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全新领域——工业领域。
密尔认为，工业领域中广泛的合作参与能够促进工业组织中参加者的“道德转变”，使工业领域中的
权威关系发生变化，最终实现工业领域的民主化。
密尔指出，“在追求一种对所有人具有共同益处的过程中形成友好竞争的氛围，有助于提升劳动者的
尊严，在劳动阶级中形成一种新的保障感和独立感，将每个人的日常工作变成培养互相之间的社会支
持和实践智慧的一所学校”。
这样就使工业活动中的权威关系将从通常的上级与下级（管理与员工）的关系，变成一种整个员工与
选举产生的管理者（领导）之间的平等和合作关系，整个工业领域的政治关系逐步民主化，并在公民
参与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地发展。
 显然，密尔的公民参与理论在参与功能、参与层次以及参与领域层面在前人的基础上都有了变化和突
破，尤其是对公民参与功能的阐释和分析，在密尔的理念中，民主不仅仅是一种制度设定，而更重要
的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精神导向，它可以塑造公民的公共精神品格，而这种公共精神对于政治体
系来说具有一种自我维持力，是现代世界中民主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可以说，在这一点上密尔不仅仅是继承，并且是深化了卢梭的观点。
而与此同时，密尔又特别强调公民参与的教育功能只有在地方层次上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在这一层
面上密尔和卢梭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有其深刻的理论根源。
卢梭的参与式民主理论中的“参与”强调的是参与决策过程，强调的是制度上的一种直接的民主参与
；而密尔公民参与理论中的“参与”是建立在代议民主制度框架之下的大众公民参与，这种民主参与
只能是一种基层地方领域的大众民主参与，尽管他并不否认决策也要反映大众的要求，但这些要求应
该由他们的代表提出。
因此，密尔强调公民参与对于基层大众公共精神培育的教育功能，其实质是为代议制的精英统治获得
一种合法的大众基础，以更好地寻求一种理想上政府的最佳形式。
显然密尔的思想具有很强的调和性，但密尔的这种想法本身也是自相矛盾和令人质疑的，因为“大多
数人在普选制度中属于政治下层，他们无法阻止对他们不利的政策的实施。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参与式民主理论研究>>

编辑推荐

《参与式民主理论研究》采用了系统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对方参与式民主理论进行了
阐述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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