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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治学新编》在系统总结已有政治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按照政治运行的内在逻辑来
安排体系结构。
《政治学新编》从分析政治权力入手，探讨国家政权、国家政体、政府、政党、政治社团以及其他一
些政治学的重要范畴，进而阐述政治行为、政治过程、政治发展、政治文化等政治现象，从静态和动
态两个方面来剖析政治现象的本质与规律。
《政治学新编》具有较强的可读性，适合作为高等院校政治学、行政管理学以及其他相关专业的政治
学原理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研究生的学习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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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节 政治与政治学的一般问题一、政治的涵义二、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三、政治学的历史
发展四、政治学的研究方法第二节 政治权力一、政治权力的涵义二、政治权力的基础三、政治权力的
类型第一篇 政治主体第一章 国家第一节 国家的本质和职能一、国家的起源二、国家的本质三、国家
的职能第二节 国家的形式一、国家管理形式二、国家的结构形式第三节 国家的历史类型一、奴隶制
国家二、封建制国家三、资本主义国家四、社会主义国家五、国家的消亡第四节 国家的机构一、国家
机构的涵义和特点二、资本主义国家机构三、社会主义国家机构第二章 政党第一节 政党的涵义和特
征一、政党的涵义二、政党的特征三、政党和阶级、群众、领袖的相互关系四、政党的产生第二节 政
党的类型与作用一、政党的类型二、政党的作用第三节 政党制度一、政党制度的涵义和类型二、资本
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第三章 政治团体第一节 政治团体的涵义与特征一
、政治团体的涵义二、政治团体的特征第二节 政治团体的类型一、政治团体的分类二、资本主义国家
的利益集团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社团第四章 政治人第一节 人民一、人民的概念和人民的作用二
、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第二节 政治家一、政治家的概念和特征二、政治家在
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三、资产阶级政治家四、无产阶级政治家第二篇 政治过程第五章 政治过程的
实质第一节 政治过程概述一、政治过程的涵义二、政治过程的特性第二节 政治过程的实质一、利益
表达和利益综合二、政策制定、政策实施和政策反馈第三节 政治过程的要素一、政治资源二、政治主
体的政治能力三、政治关系第六章 政治行为第一节 政治行为概述一、政治行为的涵义二、政治行为
的特性三、政治行为和政治过程研究的意义第二节 政治行为的类型一、政治主体角度的分类二、政治
行为性质角度的分类三、政治行为作用方式角度的分类四、政治行为活动范围角度的分类第三节 政治
行为的动因一、政治行为的利益、权力和权利动因二、政治行为的心理动因第四节 政治行为的制约因
素和基本模式一、政治行为的制约因素二、政治行为的基本模式第七章 政治信息和政治舆论第一节 
政治信息一、信息和政治信息二、政治信息的作用三、政治信息的处理第二节 政治舆论一、政治舆论
和政治信息二、政治舆论的特点和作用三、社会主义政治舆论工作的特点和原则第三节 完善政治信息
系统、改革舆论管理一、完善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信息系统二、实现我国舆论管理的民主化、法制化
第八章 政治监督第一节 政治监督的一般理论一、政治监督的涵义和类型二、政治监督制度的演变和
比较三、政治监督在社会主义民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节 当代中国的政治监督一、政治监督的基
本原则二、我国的自政治监督三、我国的他政治监督第三节 完善我国的政治监督制度一、分清两类政
治监督的根本区别二、实现我国政治监督的有效性第九章 政策第一节 政策的涵义和功能一、政策的
涵义二、政策的分类三、政策的重要性第二节 政策的制定一、制定政策的指导思想二、政策制定应遵
循的基本原则三、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第三节 政策的实施和执行一、政策的实施二、政策的执行三
、政策与法律的关系第四节 政策的评估一、政策评估的内容二、政策效果的评估三、政策评估的方法
第三篇 政治意识第十章 政治文化第一节 政治文化概述一、政治文化的涵义二、政治文化的要素三、
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四、政治文化的功能第二节 政治文化的类型一、封建主义政治文化二、资本主义
政治文化三、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第三节 政治社会化一、政治社会化的涵义二、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三、
政治社会化的功能第四节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一、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现状二、实现中国政治
文化现代化的途径第十一章 政治思想第一节 政治思想的涵义⋯⋯第四篇 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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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政治舆论　　一、政治舆论和政治信息　　舆论是指一定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一定
范围的群众对社会上所产生的、或将要产生的一些事情、事件、事态、情势所抱的态度或意向的议论
。
舆论都是社会的舆论，即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人们对各种社会问题所发出的议论。
它具有如下一些特征：　　一是群众性。
社会舆论是众人的议论，它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一说就形成的。
当然，舆论不一定是人人都赞同的意见，而是群众中各种意见的综合。
在涉及同一件事的舆论里，往往包括了各种赞同的、反对的、折衷的意见，但其中必有一种占主导地
位的倾向性的意见。
　　二是自发性。
社会舆论的形成、扩散，一般都是自发的，议论纷纷，不胫而走。
舆论一般不具有理论性，往往是就事论事地表达、表述某种倾向、意图。
　　三是现实性。
社会舆论是人们对社会敏感问题的反映，因而往往是时势的晴雨表。
舆论都是针对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现实社会问题发出的，传递快，范围广，能抓住人们的心理
，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
所以它见效快，能很快地对某种社会问题起制约作用。
　　四是无系统性。
社会舆论通常是不定型的，缺乏系统性，没有什么明确、集中的目的。
当然，来自上面的舆论则带有集中统一的明确目的性。
如国家为了完成某项重大任务，事先做的舆论准备，就是为了用以统一人们的思想、以用作行动的先
导。
　　在阶级和国家产生以后，舆论往往和社会政治问题紧密相联，因而常常集中表现为政治舆论。
所谓政治舆论，是指人们对社会中政治问题及政治性的社会、经济、文化等问题所发出的议论。
政治舆论常常可由社会舆论发展而来，比如通货膨胀问题，本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问题，但如果人们
对物价上涨的不满已达到普遍的强烈的程度，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领域中的舆论，实际上是社
会秩序不稳定的一种政治舆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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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在系统总结已有政治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按照政治运行的内在逻辑来安排体系结
构。
本书从分析政治权力入手，探讨国家政权、国家政体、政府、政党、政治社团以及其他一些政治学的
重要范畴，进而阐述政治行为、政治过程、政治发展、政治文化等政治现象，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
来剖析政治现象的本质与规律。
本书具有较强的可读性，适合作为高等院校政治学、行政管理学以及其他相关专业的政治学原理教材
，也可作为相关专业研究生的学习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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