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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的不断深入，政治和谐问题也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自2005年以来，
学术界就政治和谐的界定、内容以及如何进行政治和谐构建等问题作了初步的研究。
在总结学者们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乔晓毅、王运萍等编著的《政治和谐新论》试图以利益多元化
为背景，以利益为逻辑起点，从政治参与、政治合法性的视角探究我国政治和谐的构建，在对西方一
些主要&ldquo;主义&rdquo;进行批判反思的基础上，力图为政治和谐寻求理念皈依，最后，以政治?度
为落脚点探寻我国政治和谐构建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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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政治和谐的现实可能性分析+利益多元化与政治和谐&middot;利益、政治和谐何谓利益多元化
？
何谓政治和谐？
利益多元化对政治和谐的影响当代中国的利益格局与政治和谐&middot;利益表达：政治和谐的前提利
益表达对实现政治和谐的推动作用利益表达的政治途径现阶段我国利益表达的现状完善利益表达机制
，推动政治和谐&middot;利益协调：政治和谐的实现机制利益协调：政治和谐的现实诉求为实现政治
和谐，利益协调须遵循的原则我国利益协调机制存在的问题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促进政治和谐+政治
参与：政治和谐的助推器&middot;政治参与与政治和谐政治参与的一般理论政治参与与政治和
谐&middot;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的若干分析?代中国政治参与的基本特征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促进政
治和谐的路径选择+政治合法性呼唤政治和谐&middot;政治和谐与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政治
合法性与政治和谐的关系&middot;政治合法性危机与政治和谐关于政治合法性危机利益多元化时代，
我国政治合法性面临的困境对政治和谐的挑战利益多元化时代，我国政治合法性的提升第二篇西
方&ldquo;主?"之争的反思&mdash;&mdash;寻找政治和谐的理念皈依+&ldquo;主义"之争与政治和
谐&middot; &ldquo;主义&rdquo;之争与政治和谐的关系&ldquo;主义&rdquo;：政治理念的理论形
态&ldquo;主义&rdquo;：政治和谐的内在动力&middot;&ldquo;主义&rdquo;之争：政治和谐的观念性障
碍&ldquo;主义&rdquo;之争：政治理念的碰撞&ldquo;主义&rdquo;之争：政治和谐的观念性障
碍&middot;西方&ldquo;主义&rdquo;之争西方&ldquo;主义&rdquo;之争的特点&ldquo;舶来品&rdquo;：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方法论与政治和谐&mdash;&mdash;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关于个人主义与整体主
义之争&middot;方法论与政治和谐的关系方法论的重要性方法论：政治和谐的导航者自由主义与保守
主义关于方法论的争论&middot;自由主义的流派及观点提高个人能力绝非个人所能（大政
府&mdash;&mdash;新自由主义）不能够不等于不自由（小政府&mdash;&mdash;保守自由主义）殊途同
归：个人自由至上（新自由主义和保守自由主义的共性）&middot;保守主义的流派及观点精英政治（
传统保守主义）能者统治（新保守主义）捍卫团体自由（传统保守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共性
）&middot;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的反思自由优于平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共性）个人主义与
整体主义?实困境的反思政策启示：寻求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结合，建构政治和谐+理想道路与政治
和谐&mdash;&mdash;新左翼激进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关于暴力革命与和平改良之争理想道路与政治和
谐的关系理想道路的意义理想道路：政治和谐的实现方式新左翼激进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关于理想道
路的争论&middot;新左翼激进主义的流派及观点总体革命（新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及观点）游牧革命（
后现代主义的特点及观点）&middot;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及观点社会主义是一种伦理价值要求（
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ldquo;同意的革命&rdquo;（社会民主主义的民主道路）&middot;新左翼
激进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争的反思批判资本主义（新左翼激进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性）激进与
保守，革命与改良的现实因素政策启示：顺应时代潮流，和平建构政治和谐+生态文明与政治和
谐&mdash;&mdash;生态主义&ldquo;红色绿党&rdquo;与&ldquo;绿色绿党&rdquo;关于&ldquo;人类中心
主义&rdquo;与&ldquo;生态中心主义"之争&middot;生态文明与政治和谐的关系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
展的必然要求生态文明：&lsquo;政治和谐的物质基石生态主义的流变&ldquo;人类中心主义&rdquo;
与&ldquo;生态中心主义&rdquo;&middot;生态主义的流派及特征&ldquo;红色绿党&rdquo;与&ldquo;绿色
绿党&rdquo;（生态主义的两大流派）后物质主义：工业资本主义罪恶的灭火器（生态主义的特征
）&middot;&ldquo;人类中心主义&rdquo;，还是&ldquo;生态中心主义&rdquo;&mdash;&mdash;&ldquo;红
色绿党&rdquo;与&ldquo;绿色绿党&rdquo;的分歧&ldquo;人类中心主义&rdquo;（&ldquo;红色绿
党&rdquo;的价值观）&ldquo;生态中心主义&rdquo;（&ldquo;绿色绿党&rdquo;的价值观
）&middot;&ldquo;红色绿党&rdquo;与&rdquo;绿色绿党&rdquo;之争的反思&ldquo;?&rdquo;与&ldquo;
绿&rdquo;两派生态政治价值观的几点启示政策实证：俄罗斯生态政策的具体内容+两性和谐与政治和
谐&mdash;&mdash;女权主义各流派关于生理差别与社会差别之争&middot;两性和谐与政治和谐的关系
两性和谐的含义两性和谐：政治和谐的内在要求女权主义的流变：生理差别与社会差别&middot;女权
主义的特征、流派及观点温和色彩的情绪宣泄（女权主义的特点）性别正义（女权主义的流派及观点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治和谐新论>>

）&middot;女权主义各流派之争的反思生理差别不是社会差别的根据（女权主义各流派的共性）家务
劳动社会化及工资化诉求等女权运动反思女性参政执政实例：政治：让&ldquo;她时代&rdquo;大步走
来+西方&ldquo;主义"之争的反思&middot;西方弋主义&rdquo;之争的趋势适应社会需要，关注现实问题
题材日益丰富深化、领域日益拓展泛化流派纷垦且相互交融重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协调&middot;中庸
、变化及矛盾观的价值中庸的价值变化的价值矛盾观的价值&middot;观念的力量&mdash;&mdash;政治
和谐的理念皈依观念的力量&mdash;&mdash;深圳的明证转变政治思维&mdash;&mdash;政治和谐的理念
皈依第三篇夯实政治和谐的基石&mdash;&mdash;政治和谐视野下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建设研究+中国
当代的政治制度与和谐社会&middot;制度、政治制度基本理论制度的基本理论政治制度的基本理
论&middot;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概述广义的角度狭义的角度&middot;政治制度与和谐政治的构建+当代中
国选举制度&mdash;&mdash;政治和谐的民主基石&middot;我国选举制度概况我国选举制度的内涵我国
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我国选举制度的历史沿革我国选举制度对于和谐政治建设的重要意义&middot;我
国选举制度的现实状况分析选举方式选区划分选民登记提名代表候选人候选人介绍选举的救
济&middot;完善我国选举制度的建议扩大直选范围选区划分科学化改革选民登记制度候选人提名制度
引入竞选制度加强选举?程和结果的救济+当代中国的人大制度&mdash;&mdash;政治和谐的重要体
现&middot;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涵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特点我国人大制度在和
谐政治建设中的作用&middot;当前人大制度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执政党与人大的关系人大代表和选
民的关系问题关于&ldquo;议行合一&rdquo;问题&middot;构建和谐人大制度的构想我国人大制度的理
论建设加强人大代表的队伍建设改进我国人大制度的工作机制+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建
设&mdash;&mdash;政治和谐的根本保障&middot;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与政治和谐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基本
理论从政党比较中看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中自政党制度的历史选择与多党合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发展我国政党制度的优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和谐社会语?下有关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热点党的
先进性建设民主党派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于民主党派进一步发展的问题&middot;促进和谐政治
建设，完善我国政党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政党制度的&ldquo;三化&rdquo;建设增进互信
和共识，发展各党派之间的合作与团结正确处理矛盾和差异，保持宽松和谐的政治环境高举民主、团
结两大旗帜，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优势+当代中国行政制度建设&mdash;&mdash;推进政治和谐的主导力
量&middot;有中国特色国家行政制度的基本架构行政制度的概念中国特色行政制度的基本架
构&middot;和谐社会与政府和谐社会与有限政府和谐社会与服务型政府和谐社会与透明政府&middot;
当代中国行政体制的改革探索中国行政制度改革的历程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当代中国司法制度
建?&mdash;&mdash;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政治和谐的必由之路&middot;中国司法制度概述司法权与
司法制度我国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中国当代司法制度的特点我国司法制度建设对于和谐政治的重要
性&middot;我国司法制度中阻碍和谐政治建设的不和谐因素司法权的地方化司法机关系统内的监督机
制疲软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传统法官惩戒制度的?陷司法腐败&middot;促进和谐政治建设，改革新时
期司法制度建立独立的司法系统改革监督机制，强化司法监督改革司法机关内部的管理体制和工作程
序建立法官惩戒制度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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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在我国，信访制度一直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意的重要渠道，也是人民群众进行利益表达的特殊
方式。
但是，随着我国改革进程的加速，信访制度的下端和上端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其功能也面临越来越严
峻的挑战。
在信访制度的下端，一些地方政府视上访者为“刁民”，甚至用高压手段对待上访者，导致相当数量
的弱势群体不信任信访制度，下层利益诉求无从上达。
在信访制度的上端，到中央上访的群众的总量近10年来不断攀升，呈上升的趋势。
上访群众特别是集体上访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并且是可以通过
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
但与庞大的群众信访量相比“信访立案数只是一个相当小的数字，其概率被认为与彩票中奖概率差不
多。
而由于信访机构缺乏对职能部门的约束力，大部分信访事项被无形地消化掉了，许多信件批转到有关
部门就石沉大海了”。
非制度化和非法的利益表达行为不断衍生制度内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直接衍生出大量的非制度化甚
至是非法的利益表达行为。
这些行为不仅普遍存在于弱势阶层和利益群体中，也存在于某些强势阶层和利益群体中。
不仅严重影响着转型时期的社会稳定，也对中国的整个政治、经济生活带来了大量的负面影响。
当前较为普遍的非制度化利益表达行为就是以利益受损群众为主体的群体性事件。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呈上升趋势，日益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女素。
就其实质而言，群体性事件是一种非制度化甚至发展到非法地步的利益表达行为，其根本原因是相关
弱势群体不能通过正常途径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被迫采取的非常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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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治和谐新论》：没有学习力就没有创新力，没有创新力就没有领导力。
新形势新挑战需要每一个领导干部用学习的速度战胜变化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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