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十大基本政治观念>>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十大基本政治观念>>

13位ISBN编号：9787509723326

10位ISBN编号：7509723329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时间：社科文献

作者：麻宝斌

页数：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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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十大基本政治观念>>

内容概要

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
”人是因为其思考能力才区别于其他生物，才获得了自身的尊严，才体现出伟大的价值。

自从有人类思想开始，人类一直在关注一系列最基本的问题。
围绕这些问题，个体的思想汇聚成观念，伟大的观念又在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也就是观念嬗变的历史。

政治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在于为每个个体寻求幸福创造良好的公共秩序，围绕这主题，人类的政治思
考也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的基本观念，诸如正义、民主、法治等。

麻宝斌编著的《十大基本政治观念》讲述了十个基本的政治观念，每一个政治观念都有其内在结构和
自身命运，追寻这些观念就如同一次独特的思想历险。
也许历险的结果并不能为每个思想者提供最终的答案，但历险的过程注定唤醒我们的心灵，激发我们
的思考。
也许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改变了一些固有的观念，重新校正了自己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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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麻宝斌，汉族，1975年1月生于吉林省敦化市，2000年在吉林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现任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兼任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理事，中国行政体制改革
研究会理事，吉林省行政管理学会理事、副秘书长，吉林省青联常委，吉林省机构编制管理研究会副
会长，吉林省政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吉林省廉政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
已出版多部著作，包括：《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群体性政治参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公共利益与政府职能》（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合著《政府危机管理理论与对策研究》（吉林
大学出版社，2008），主编《公共行政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公开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主持或参与完成各级各类项目50多项。
获省级社科奖励6项和市级奖励3项。
2005年获选长春市优秀青年大学毕业生；2006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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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讲 正义
  一 应然正义与实然正义
  二 个人正义与社会正义
  三 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
  四 自然正义与约定正义
  五 分配正义、矫正正义与程序正义
  案例：“罗彩霞事件”拷问社会公平正义
第二讲 公益
  一 公共利益与共同利益
  二 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
  三 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
  四 公共利益与人民利益
  五 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
  案例：上海一起征地拆迁案
第三讲 自由
  一 自然自由与社会自由
  二 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
  三 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
  四 绝对自由与相对自由
  五 自由的保护与自由的运用
  案例：美国的“不自由
第四讲 人权
  一 道德人权与法定人权
  二 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
  三 消极人权与积极人权
  四 国内人权与国际人权
  案例：台湾酝酿“情色特区”
第五讲 权力
  一 权力与权威
  二 组织权力与个人权力
  三 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
  四 公共权力的运行
  五 硬权力与软权力
  案例：钓鱼执法——公权力碰瓷
第六讲 责任
  一 积极责任与消极责任
  二 私人责任与公共责任
  三 组织责任与个人责任
  四 承担责任与追究责任
  五 治理时代的政府责任
  案例：谁是上海大火的第一责任人
第七讲 民主
  一 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
  二 平等主义民主与自由主义民主
  三 实质民主与程序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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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 法治
第九讲 政府
第十讲 治理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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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可见，无论是个人利益还是集体利益都不能等同于公共利益，“集体”或“个人”这
些术语涉及明确的主体，“公共”则使人想到普遍利益和共同福祉。
这就是说，公共利益要面向社会上所有人，对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提出要求，提供价值；公共利益应独
立于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偏好，不以他们各自不同的利益需要和价值目标为转移。
“社会”是一个较之集体更为广泛的概念，泛指由于共同的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由于现
代社会范围较大，往往涉及不确定的个体成员。
这样来看，“社会利益”与公共利益就有着更为一致的内涵。
社会利益是公共利益，但公共利益并不仅仅限于社会利益。
着眼于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来分析，我们看到，社会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也存在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二者的统一性表现在，没有脱离个人的抽象的社会，也不存在超越于所有个人利益之上的抽象的社会
利益。
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统一不可分割，一如百川之于大海、独木之于森林。
马克思指出，“共同利益就是自私利益的交换。
一般利益就是各种自私利益的一般性”。
“共同利益恰恰只存在于双方、多方以及存在于各方的独立之中”。
二者的对立性表现在：一方面，社会就是社会，个人还是个人，一个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并不能保证
每个人都按自己的生活方式过得快乐而自由，反之，一个再不公正、再混乱无序的社会也不可能阻止
某些人追求自己特殊理解的幸福；另一方面，个人只是个人，社会却是社会，社会利益不能从某个人
或某些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中引申出来，应该由社会解决的问题就由社会来解决，应该由个人来
处理的问题就由个人来处理。
在某些条件下，在一定的时期内，社会上的多数人可能对某些问题持较为一致的看法（比如抵抗外来
侵略、发展教育事业），只要有关决策能使每个人或绝大多数人获益，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取得一致
意见。
在另一些问题上，特别是在那些涉及社会中不同人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利益分配的问题上，人们的各
种特殊利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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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十大基本政治观念》是公共治理与公共政策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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