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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治是一门科学，它有自身的发展规律。
政治系统学的主体论、发展论、结构论、过程论这四个部分共同揭示了政治系统的主体构成、组织构
架、内部组分及与所处环境相互之间关系、发展过程等规律。
打破了自然科学、系统科学、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和古今中外政治概念、内容、现象之间的“天然屏
障”。
解读个人、组织、国家发展的基因密码，科学预测社会未来发展的趋势，从而为我们提供科学依据，
这便是《政治系统学》出版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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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主体论
第一章 政治系统中的主体及其相互关系
第一节 政治系统中的主体
一、个人
二、社会组织
三、中间组织
四、政治系统
五、环境
第二节 政治系统主体间的相互关系
一、个人、社会组织、政治系统的区别
二、个人、社会组织、政治系统间的相互关系
三、个人、社会组织、政治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四、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系统主体间的相互关系
第二部分 发展论
第二章 政治系统发展的基本规律
一、政治制度与政治功能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科技和生产力与政治系统关系密切
三、竞争是政治系统进化的最主要原因
四、国家系统的发生、发展、繁荣、衰亡的普遍发展历程
五、政治系统结构越来越复杂、规模越来越大的发展趋势
六、突发事件是政治系统优化或解体的重要因素
七、不同类型政治系统之间的更替发展规律
第三章 个人的发展
一、个人发展的需求内容
二、影响个人发展的因素
三、各种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四、个人的决策、处理系统
五、个人避免和消除外部影响的方法和途径
第四章 社会组织及国家的发展
第一节 社会组织发展
一、社会组织发展需求内容及影响因素
二、不同类型社会组织自我发展
第二节 国家发展
一、国家的发展内容
二、影响国家发展的因子
三、国家稳定发展系统
四、如何实现国家的稳定发展
第三部分 结构论
第五章 政治系统的结构及特征
一、政治系统的结构特征
二、政治系统结构的分类
三、不同类型政治系统的组织构架及内容
第六章 不同政治思想、观点的系统性结构
第一节 体现个人、社会群体、民族、国家自身利益的学说及理论
一、体现社会不同群体自身利益的学说及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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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体现民族、国家、地区自身利益的学说及理论
⋯⋯
第四部分 过程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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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竞争是相互联系的个体之间的一种基本关系。
个体之间若没有差异性、没有竞争，就谈不上个体。
如果个体之间没有关系，即没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就谈不上竞争。
这由此决定了竞争属于关系的范畴，表征的是个体之间的一种基本关系。
这种关系不是由外来力量强加于个体之间的，而是个体之间固有的。
 达尔文进化论建立以后，竞争概念在科学领域变得重要起来。
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竞争在这里成为一个基本的科学范畴。
 竞争造成了系统中的涨落，导致系统中各个子系统在获取物质、能量和信息方面出现非平衡。
其中的一些子系统率先突破系统的既有稳定域，认识到其他可能的稳定域；当它们的发现得到许多子
系统的承认和响应时，就会出现大的涨落，特别是当它得到整个系统的响应时，涨落放大，系统发生
质变，进入新的状态。
这就是系统自组织理论的一个重要理论，通过涨落达到有序。
这实质上就揭示了竞争反映了系统发展演化的创造性因素。
 竞争和协同理论实际上反映了唯物辩证法中的矛盾论观点。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矛盾的对立统一是事物发展演化的源泉和动力，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
即矛盾规律就是揭示这种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的。
它认为矛盾双方的既统一又斗争既是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事物发展的源泉，又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
实质。
在这里，矛盾的对立面就是事物之间的竞争；矛盾的统一面就是事物之间的协同。
 四、国家系统的发生、发展、繁荣、衰亡的普遍发展历程 世界上没有永恒存在的事物，任何一个国
家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繁荣、衰亡的过程。
对于国家系统来说，这种发展有两种情况：一是主要在内部因素的作用下而产生；二是因国家与国家
之间的关系而产生。
 国家系统为什么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繁盛、衰亡的过程呢？
这是国家的统治功能所造成的。
它人为地限制某些人的发展、促进某些人的发展，这样就产生了统治群体与被统治群体之间的矛盾、
冲突。
每个人、每个社会组织、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发展的要求。
人类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认识、开发、征服自然的过程，也是一个对经济利益进行分配的过程。
对于国家来说，在开始建立的初期，政治制度、法律体系不健全，人口较少，自然资源相对非常丰富
，社会不同群体共同享用自然大餐，统治阶级吃肉，社会底层喝汤，总之，这个时期几乎每个社会个
人都相对得到了发展。
在国家发展的繁荣、高峰期，人口数量急剧增加，几乎遍布整个国土，自然资源被充分开发出来，政
府与民间积累了大量财富。
此时，各种大的工程纷纷上马，国家对外扩展疆土。
如我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
随着资源被充分开发利用，人口数量进一步增加，出现了贫富分化，社会等级化，官员腐败，社会矛
盾和冲突开始出现，于是，国家进入了衰亡、解体期。
后期往往是群众大起义。
国家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够满足社会不同群体及个人的相对发展要求。
一旦出现权力异化、贪污腐败、贫富分化，就标志着国家系统的异化，国家生病了。
 国际因素在很多时候也是导致国家系统或者发展或者衰亡的主要因素。
当国际环境处于和平、发展时期时，以及国家系统自身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十分强大时，这个国家就
会发展、繁荣；反之，就会促使国家衰亡甚至被侵略、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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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治系统学》由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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