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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运用管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系统科学等多
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公共组织和公共事务进行有效治理的管理活动。
它与工商管理一起，被认为是推动现代社会进步的两个“车轮”。
现代公共管理的教育和研究于20世纪初在西方兴起，迄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
它来源于现代机器工业大生产对政府管理科学化、专业化的需要。
当代公共管理学呈现出一种多层次和多方向发展的趋势，其核心理论与研究思维正在向复杂、系统、
综合集成的科学方向发展，关注解决复杂的公共管理、社会治理和公共政策问题。
经过近20多年稳定的持续发展，中国已从内向型为主的经济体系向全球性经济体系转变，从乡村一农
业化社会向城市一工业化社会转变，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转型，特别是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推动着公共管理变革。
管理复杂、多变、动荡的全球性公共事务、城市事务、经济和社会事务，需要公共组织的再造、公共
管理体系的转变和政府管理质量的持续提高，而良好的公共管理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要素之一。
巨大的社会需求促进了公共管理教育和研究的发展。
在短短的几年内，我国公共管理的学科和专业建设逐步完善，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研究机构不断充实
，研究成果大量涌现。
但是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相比，目前我们的公共管理理论还不能有效地指导改革实践、引导管理改
进；本土管理经验提升到理论层次的还比较少；在国际公共管理学界尚未形成中国流派；公共管理专
业的教育还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等等。
这也表明，我们的公共管理教育和研究有着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同济大学秉着“唱国际歌，走同济路”的理念，注重国际化和本土化有机结合，积极推进公共管理教
育和研究的发展。
同济大学是中国公共管理专业硕士(MPA)教育第一批试办院校之一。
经过几年的努力，同济大学的公共管理教育和研究逐步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和优势。
其战略目标是立足上海、服务长三角、辐射全国、影响亚太地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化的公
共管理教育培养体系。
其特色是以经济学和管理学为学科基础，重视理论与实务相结合，重视本土管理经济的挖掘和提升。
本系列公共管理专业教材体现了“同济特色”：注重管理实务能力培养和思维训练相结合，注重应用
性和能力培养，注重在案例分析过程中进行管理思维的训练。
在充分吸纳国际最前沿的管理理论基础上，进行本土化转化，满足中国发展的需要。
本系列教材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公共管理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及其教学、研究人员，尤其适用于渴
望在理论和实践能力上都得到显著提高的MPA研究生；同时也为从事公共管理实践的主管领导和公务
员，提供了学以致用的理论参考和实务工具；为关注中国公共管理改革，关注公共管理研究领域最新
进展的相关人士，提供了国际化的研究视角和本土化的研究成果。
我真切希望本系列教材的编著出版和不断的修订完善，能够为中国公共管理的改革实践和理论建设作
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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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公共管理系列教材”之一。
为了适应专业核心课程教学的需要，在体系设计、框架结构、重点选择、思维模式、理论形式上都进
行了一些探索，力图做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价值性研究与技术性研究、动态研究与静态研究的结
合和统一。
在内容安排上分为导论、政治权力论、政治利益论、政治主体论、政治行为论、政治意识论、政治发
展论七个部分，较深入系统地探讨了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及其发展规律。
本书适用于作为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参考教材，亦可作为高等院校政治学、行政管理学、公共管理及其
相关专业本、专科的政治学原理基础课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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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六章政治权力产生于经济权力政治权力的起源问题大概是社会科学体系中最为复杂、最为独特的问
题。
最先对这一同题作出科学解释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政治权力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阶级、国家与革命等重要社会现象时，从权力角度提出的一个重要
概念。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权力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以经济权力为基础的。
但是，经济权力这一解释，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所独有，只是更多的人着眼于政治内部的构析，而对于
经济权力则是浅尝辄止，都没有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分析的如此之透彻，如此之有系统性。
一、经济权力之一般论政治权力产生于经济权力的一般言论，是基于利益的获得为总则，从这个切入
点人手，将权力和利益结合分析，是较为合理的。
利益，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动力点，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乃至于整个人类，都必须拥有最基本的物
质资料才能得以维持生存，对物质资料需求的追求就是物质利益。
只有在这种物质利益满足的基础上同时形成精神利益，个人、组织以及整个人类才能生存与发展。
(一)直接源泉与根本源泉说为了解决这个源泉问题，我们先来提出这样两个问题：①政治主体是如何
将巨大的能量积累起来以实现他在政治实体中的支配作用?②这种不断积累的过程中，什么才是直接的
来源，什么才是更为深刻的社会根源。
通过对许多历史事例的剖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原始社会，建立在氏族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组织并没有
体现出政治权力的性质，当时的权力体制更多的是以履行公共的职能作为存在的理由。
当人类随着私有制的降生而逐步进入政治社会后，阶级关系的形成造就了对立与冲突的爆发，于是政
治权力便以一种强力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j发挥他政治强制力的手段，将这种冲突和矛盾限制在一定
的社会秩序之内。
因此，可以这样说，各种阶级的政治强制力是产生于政治斗争之中的，是产生于不同的政治主体相互
为争夺生存的暴力斗争之中的，并且随着这种斗争的发展而不断的壮大。
因此，政治权力的最主要的基础就是政治的强制力。
而这种强制力绝大部分是被国家集中拥有的。
这样，前面的两个问题自然就转化为以下的两个更进一步的问题：①政治主体之所以能获得政治权力
的问题也就是它们之所以能上升到国家的统治地位的问题。
②政治权力起源的问题同时与国家起源的问题相纠结，而国家的起源问题是涉及到公共管理和权威性
的力量是通过何种形式转化为暴力机器的问题。
从进一步的分析中，历史现象不断以阶级更替的形式告诉我们：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需要奴隶性质的
政治权力，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呼唤封建制性质的政治权力，同样，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了资产
阶级政治权力的性质。
而社会主义社会是历史上第一个结束阶级对抗的社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规定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
权力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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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治学教程》适用于作为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参考教材，亦可作为高等院校政治学、行政管理学、公
共管理及其相关专业本、专科的政治学原理基础课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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