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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我国的高等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知识经济的到来，中国加入WTO，科教兴国、依法治国的战略决策，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
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质量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2000年以来，我院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加强教学基本建
设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
教育思想与教育观念的进一步转变，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实施意见的出台，专业结构的调整，教学计划
的全面修订，以及新一轮课程建设工作的启动，都为进一步提高我院的教育教学质量乃至整体办学水
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教材作为反映教育思想、教育观念，以及教学改革成果的重要载体，是我院新一轮课程建设的重点
。
为了适应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实践能力强，具有国际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的人才目标的要求，
学校决定由教材委员会编审和规划出版一套能够聚合时代特点，反映学校教学、科研最新成果的高质
量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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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政治群体政治群体是以群体形态参与政治活动的政治实体，它指生活在同一社会环境，具有
某些共同的政治和社会属性，属于同一类型的个体组成的无序非组织集合体，主要有阶级、民族和人
民。
其中阶级是最基本的政治实体，也是其他政治实体的根源；民族和人民则可划分为不同的部分而归人
不同的阶级。
这三种政治群体都属于本体性政治实体，即它们能够派生出诸如国家、政党、政治团体、政治家等诸
多政治实体，而其自身则不能被其他政治实体所派生。
没有政治群体就没有政治社会。
只有深刻认识和把握各种政治群体的本质、特点和历史作用，才能更好地揭示政治规律，促进政治社
会发展。
对各种政治群体的深入研究，不仅是进一步研究其他政治实体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整个政治学研究的
重要内容。
第一节 阶级阶级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政治实体之一。
人类社会的阶级分化及各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是阶级社会一切政治现象的根源。
不了解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就不可能正确揭示和说明以国家为核心的各种社会政治问题。
因此，正确把握阶级的本质、结构、发展演变及其在政治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便成为研究其他政治
实体和一切政治现象的首要内容。
一、阶级的本质与结构（一）阶级的本质与特征1．阶级的定义与本质。
“阶级”一词，我国古已有之。
其含义为：①指台阶；②指上下尊卑的等级，均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阶级”概念不同。
最早发现并分析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现象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
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阶级概念进行了探讨和分析，有的把阶级归结为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异的结果，有
的认为阶级是收入来源和多寡不同造成的，还有的将阶级混同于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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