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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军事政治学是运用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军政现象，以探求军政关系发展规律为目标的门军事学与
政治学之间的交叉学科。
与军事学和政治学相比较，诞生于20世纪中叶的军事政治学还属于一门年轻的学科。
在中国大陆，军事政治学更是一门有待创立的新兴学科。
因此，讨论军事政治学研究的基本问题，评介当今世界军政关系的主要模式，就成为军事政治学导论
的重要内容和学术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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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民政，男，1962年生于陕西省彬县。
先后毕业于陕西9币大政教系和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
1983年特招入伍到军校任教，1993年为空军政治学院副教授。
1999年起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军队院校“2110”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军事政治学研究中心”负责人，总政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
，军队院校育才奖金奖和银奖获得者。
上海市政治学会常务理事，兼任上海市社会工作培训中心副主任、上海市民政干部学校副校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中国政府与政治、军事政治学。
代表性著述有：发表《政治艺术论纲》等学术论文100余篇，专著《台湾政治纵览》、《从柏拉图到约
翰·密尔》，合著《政治科学与艺术》、《政治家与政治家艺术》、《走近政治家》、《当代西方政
治思潮评介》，主编《中国政府与政治》、《政治学导论》、《基础政治学》、《市政学》、《大国
之路》、《大党与大国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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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军政关系研究与军事政治学　第一节　军政现象与军政关系研究的产物    ——论军事政治学
的对象与方法    一、“军政现象”：军事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界定    二、“军政关系”：军事政治学研
究的核心    三、当代军政关系的实践形态及其理论依据    四、军政关系评价及其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二
节　军政理论与军政实践发展的需要    ——论军事政治学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一、海外军事政治学的
蓬勃发展令人瞩目    二、大陆军事政治学研究严重滞后亟待加强    三、军事政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
论和现实意义  第三节　政治学科与军事学科拓展的领域    ——论构建中国军事政治学的可能与途径    
一、政治学与军队政治工作学的紧密联系为构建军事政治学提供了学科发展的可能性    二、政治学对
于构建军事政治学能够发挥基础理论的支撑和研究方法的指导作用    三、积极探索构建中国军事政治
学的有效途径第二章　美国的军政关系　第一节　美国军政关系研究意义和方法    一、美国军政关系
研究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二、美国军政关系研究的具体方法    三、美国军政关系研究中的热点和
焦点问题　第二节　美国军政关系的历史演变    一、建国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美国军政关系    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的美国军政关系    三、冷战期间的美国军政关系    
四、自冷战结束至今的美国军政关系　第三节　美国军政关系的基本表现    一、美国军队与总统关系  
 二、美国军队与国会关系    三、美国军队与法院关系    四、美国军队与政党关系  第四节　美国军政关
系理论评介    一、美国文入治军原则的理论来源及含义    二、美国学界有代表性的文人控制理论    三
、目前的主流性观点    四、简要结论第三章　当代欧洲发达国家的军政关系　第一节　军队先于政党
产生的历史发展次序    一、英国党军关系的产生与发展    二、法国党军关系的产生与发展    三、德国
党军关系的产生与发展  第二节　两党制（多党制）和议会制的政治制度环境    一、英国两党制和议会
制君主立宪制    二、法国多党制和半总统半议会制    三、德国多党制和议会共和制  第三节　表现为文
人治军的领军机制⋯⋯第四章　发展中国家的军政关系第五章　社会主义国家的军政关系第六章　中
国台湾地区的军政关系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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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政治与利益是一对孪生兄弟，军政关系评价是政治评价的构成之一，也应当凭借利益尺度。
克劳塞维茨指出：“我们探讨问题的前提是：政治在它集中和协调内政的一切利益，也集中和协调个
人的一切利益和哲学思考所能提出的一切其他利益；因为政治本身不是别的，它无非是一切利益的代
表（对其他国家而言）。
至于政治有时会有错误的方向，会主要地为统治者的野心、私利和虚荣服务，这不是这里所要讨论的
问题，因为军事艺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作为政治的导师。
在这里，我们只能把政治看作是整个社会一切利益的代表。
”②我们未必赞同克氏的政治概念，但其对政治之人民性、公共性的洞察，是值得借鉴的。
“为何而战、为谁而战”决定了军政关系评价的最根本问题，而人民利益作为评价尺度，能够最显著
地体现军政关系的价值取向，“军事”以“战事”为核心，而“作为战争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既成
为衡量战争行为应达到何种目标的尺度，又成为衡量应使用多少力量的尺度”。
③简而言之，凡是服务于人民利益的都是正义的、可取的，否则便是不正义、不可取的。
“一旦离开了利益，思想便会出丑”；古今中外，政治势力在设计任何类型的军政关系时，无不声称
立足于人民利益。
至于什么是“人民的利益”，当然是人民最有发言权；不过，如果人民失去话语权，没有有效运转的
宪政机制，军政关系的价值取向便一定会被扭曲。
我国实行人民民主的政治原则，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系列法规，确保了人民在军政关系评价方面
的发言权。
其次，从军队政治角色的目的、方式和效果等三方面综合评价军政关系。
关于军队政治角色的目的，上面已经讨论过。
至于军政关系的运行方式，是指“军”与“政”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渠道实现互动。
外在表现为对话，还是对抗，是和谐，还是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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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军事政治学导论》由时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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