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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世界知名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思考和发现，主要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合
法性与挑战”四个方面加以阐释。
在书中，主要围绕下列主题展开探讨：
 中国共产党究竟进行了哪些改革？

 中国共产党面临哪些挑战？

 中国共产党将会走向何方？

 中国共产党为何没有按照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西方学者所预测的轨迹演变？

所选文章均为外籍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建设问题进行学术探讨的第一手资料，集中对这些成果进行归纳
和呈现，使国内了解海外学界对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研究细节。

《海外当代中国研究丛书》的编纂既是基于现实的需要，也是当今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互文关
系的表征：理论探讨已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复杂的现实问题之中，并将随着现实的变迁而更加全面地
展开。
在这套首批推出的丛书中，我们选取了如下四个主题：“海外学者论中国政治发展”、“海外学者论
中国经济发展”、“海外学者论中国模式”、“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显然，书中所涉及的都是当下中国最前沿也最具现实感的重大命题，它们延伸并跨越了过去时代的震
荡与沉思，同时，又面临并深入到全球互动关系的新型结构中。
无论相对于自身的历史变迁抑或全球化的世界体系，转型中的中国已呈现出既断裂又重叠、既竞争又
融合的复杂图景，因此，对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模式，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政策组织及
自我建设等这些我们一向耳熟能详的范畴都需要被重新审视和界定，从而在新的历史语境和世界秩序
中加以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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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1947-），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著名比较政治学家和
中国问题专家，著有《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82年）、《中国政治》（合著，1986年）、《中
国与越南:非对称政治》（2006年）。

 沙恩?布思林（Shaun
Breslin），英国沃里克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主要著作包括《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
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过程的中央地方关系》（1996年）、《毛泽东》（2000年）和《中国与全球经济》
（2008年）。

 菲利普?德拉朗德（Philippe
Delalande），经济学家，阿尔马丹出版集团（L'Harmattan）亚洲丛书负责人，主要著作包括《越南面
对未来》、《2020年的中国》（合编）、《强壮的越南龙——
—政治、经济、社会因素》。

 布鲁斯?J.迪克逊（Bruce J.
Dickson），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博士，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著名中国问题
专家，著有《中国和台湾的民主化:列宁主义政党的适应性》（1997年）、《红色资本家:中国共产党、
私营企业主与政治变革的前景》（2003）、《财富变成权力:中国共产党对私人部门的接受》（2008年
）。

 Д. А. 斯米尔诺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P. M. 阿斯拉诺夫（P. M.
Асланов），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远东所学术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历史与政治研
究中心主任，俄中友好协会副会长，当代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

 海克?霍尔比格（Heike
Holbig），海德堡大学政治学博士，德国汉堡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德国《当代中国》杂志编辑。

 约瑟夫?格利高里?迈哈内（Josef Gregory
Mahoney），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美国大峡谷州立大学东亚研究系副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曾经任
教于乔治?华盛顿大学、马里兰大学和辽宁大学。

藤原章，日本中国问题专家，1955年生于京都，1978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历任读卖新
闻社驻上海、北京特派员，现为读卖新闻社中国分社社长。

 法尔克?哈尔蒂希（Falk
Hartig），主要研究汉学和新闻学，《文化交流》和《国际视野杂志》的编辑。

 伊格内修斯?威波沃（Ignatius
Wibowo），伦敦大学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政治，印度尼西亚大学讲师，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
任。

 卜约翰（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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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urns），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教授，主要著作包括《中国农村的政
治参与》（1988年）和《治理能力与香港公务员制度》（2004年）。

 塔马拉?蕾?史（Tamara Renee
Shie），美国国防大学国家策略研究学院（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专注东亚安全问题的助理研究员。

 娜拉?索斯密卡特（Nora
Sausmikat），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博士，汉学家和社会学家，多特蒙德技术大学讲师，主要研究
中国政治改革和中国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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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海外视阈下的中国共产党研究
◆思想建设◆
 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重构：决定因素、进展和局限〔德〕海克?霍尔比格
 通往和谐之路——马克思主义、儒家与和谐概念〔美〕约瑟夫?格利高里?迈哈内
 从中国共产党新的指导思想看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从“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日〕藤野彰
 “三个代表”思想——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发展的新阶段〔俄〕Д?А?斯米尔诺夫
 “三个代表”思想：中国通向社会和谐之路〔俄〕P?M?阿斯拉诺夫
 中国共产党代表谁？
——从“三个革命阶级”到“三个代表”〔美〕布鲁斯?J?迪克逊
 政党-国家民主与“三个代表”：一种理论透视〔美〕布兰特利?沃马克
◆组织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历史与现状〔日〕江田宪治
 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德〕法尔克?哈尔蒂希
 中国共产党的党内选举制度——有限的自由与上级党组织权限的强化〔日〕诹访一幸
 吸收新党员：从危机到私营企业主〔印度尼西亚〕伊格内修斯?维博沃
 中国的党校与领导精英的培养〔法〕艾米莉?唐
 干部责任制与中国共产党要求的变化〔瑞典〕金山爱
 作为领导选拔机制的中国共产党干部任命制：一个评价〔中国香港〕约翰?P?伯恩斯
◆合法性与挑战◆
 一党执政的民主化？
——中国的政治改革、民族主义与合法性〔英〕沙恩?布斯林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的合法性〔丹麦〕斯梯格?索格森
 中国共产党能否坚持一党制？
〔法〕菲利普?德拉朗德
 中国的宪政、“三个代表”与法治〔美〕拉里?卡塔?巴克尔
 增加一党执政的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调整与党内改革〔德〕娜拉?索斯米卡特
 活跃的互联网：中国共产党的希望还是危险？
〔美〕塔马拉?蕾?史
 中国的信息化与政治改革〔美〕克里斯托弗?A?麦克纳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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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当代许多人的眼里，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是全部意识形态终结的标志，特别是社会主义
和马克思主义终结的标志。
大约20年后，当时成功幸存下来的共产主义一党制政权仍然存在。
特别是在由于经济成功和崛起成为新&ldquo;威权主义大国&rdquo;而越来越被西方视为战略竞争对手
的中国，我们能够看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而伴随着这种复兴的是重新开展关于意识形态
的地位的争论。
自2002年11月担任总书记以来，胡锦涛就被称为&ldquo;平民主义&rdquo;（通常是描述政治家在竞选中
的策略行为的术语）的领导人。
尽管如此，但是这是重新重视意识形态的证明或许是更准确的说法。
　　意识形态要履行它的合法化功能，它不一定要成为全体人民内心深处的意识形态信仰和信念。
注意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毋宁说，只有在充当一种形成公共舆论的象征资源和一种社会构建现实的框架的意义上，意识形态才
能是&ldquo;有效的&rdquo;。
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在公共领域中所声称拥有的意识形态霸权往往普遍地带来一种冷嘲热
讽的话语。
在漫长的社会主义统治时期，普遍的冷嘲热讽实际上有助于发泄大众的怨恨，因而有助于稳定共产党
在公共领域中的霸权。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对官方话语的冷嘲热讽式解释，可能确认而不是颠覆了意识形态在塑造公共舆
论和框定社会现实认知中的地位。
因此，对真正的意识形态信奉和&ldquo;真诚信念&rdquo;表现进行动员的努力通常集中在政治精英身
上，尤其是集中在担任党、国家和军队各级领导的共产党干部身上。
这个精英群体在不断的教育活动期间形成的意识形态信念可能被当做是对政权的政治忠诚的检验。
此外，由于建立　　在共产党是群众的&ldquo;先锋队&rdquo;学说的基础上，这个所谓的精英信奉可
能被宣传为代表了全体人民的意志，至少在象征的意义上是如此。
于是，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似乎可以合理认为，花费在意识形态的（重新）阐述和宣传上的大量
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可能&ldquo;取得了成效&rdquo;。
特别是在一个正在快速转型和由此使人民在未来的制度变迁上面临根本的不确定性的体制中，意识形
态的改革可能有助于政治权力的合法化，因为它能够稳定社会预期，保持转型过程的平滑，塑造对合
法统治的认识。
兰斯?戈尔（Lance Gore）分析了1989年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
在他看来，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共产主义的生存和解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按照他的解释，1989年发生的表面上是自下而上的革命，首先并不是因为人民的道义愤慨、普遍的失
望情绪和挫败感，而是由执政精英的各个部分发动的，他们重构乃至放弃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
神圣原理，从而造成了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全盘抛弃（戈尔巴乔夫的&ldquo;新思维&rdquo;就是最明显
的例子）。
因此，可以说，与其他大多数&ldquo;较弱&rdquo;的威权主义体制相比，一旦改革超出了共产主义的
大传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遭到了瓦解，社会主义体制就更容易失去平衡。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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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ldquo;海外当代中国研究丛书&rdquo;首批推出四本，聚焦于当代中国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
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民主、党建、可持续发展等方方面面的状况，有助于国内学者和普通大众更
深入地了解国际舞台上的中国形象，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和阅读推广价值。
　　&ldquo;海外当代中国研究丛书&rdquo;提供的是一个多角度的理论棱镜，将逐步拓展领域，成为
一个陆续编选、出版的系列，以期更加多元化、多层面地展现海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思考语境。
　　1&middot;在国内学术出版上，同本系列的书最为相近和最有影响力的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陆续
推出的&ldquo;凤凰文库&middot;海外中国研究丛书&rdquo;。
但是该系列多为海外汉学家对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学术研究成果，极大忽视了对当下中国最有价值的当
代学术研究这一重要部分。
　　2&middot;本丛书视角新颖，精选世界知名的一流当代中国研究学者，与国内颇具知名度
的&ldquo;凤凰文库&middot;海外中国研究丛书&rdquo;相比，既有继承也有创新。
　　3&middot;本丛书作为我们社科学术编辑中着力打造的一套重点学术丛书，非常适合作为馆配部门
的重要推广书目，同时也将在国内&ldquo;海外中国学&rdquo;的同类图书上具有非常高的竞争力。
　　本丛书有望在我社出版《中国未来30年》之后，继续在国内引领关于中国宏观趋势的阅读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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