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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些年来，在我国政党政治和党的建设研究中（从理论层面讲，这二者在我看来本质上应当是合
流的），诸如“政党执政规律”、“政党现代化”和“政党活动科学化”这些我长期坚持的概念，在
各种研究文献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说明人们对这些思考的认同日益增强。
这是令人感到极大宽慰的事情。
　　政党作为一种世界普遍存在的客观政治现象，本来就应当属于人类的共同创造，有着许多共同的
规律可循。
因此，在政党研究从一门学科成为科学的过程中，相互比较和借鉴是不可或缺的环节。
政党是人民的工具、民主的手段，是连结国家和社会的桥梁和纽带。
不做政党份内之事，任何政党都不会成功；不体现政党的民主本质，也就没有好的政党政治。
政党、政党政治的规律性、共性体现在不同时代、地区和文化生态中，会展现为特殊性。
我们可以从一般性、规律性的角度去分析、看待不同的政党政治，也可以从个性、特殊性出发去深化
、丰富对一般性、规律性的认识。
但是，因为自觉特殊，就轻易地否定人类政治文明的共性，显然是不明智的。
纵观我们党执政的历史，有成功，有挫折，原因很多。
但把政党的特殊性摆在共同的规律性之上，忽视普遍规律，不愿意或不善于吸收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外
各类政党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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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台湾政党政治的缘起，当代台湾政党政治的理念，台湾主要政党的政治过程，当代台湾政党政治
的特质，台湾政党政治现状及前景。
      文以剖小党之五脏，察大党之盛衰。
叶为台湾政党政治之研究，实为大国、大党的政治之论，对我研究台湾地区现状及其回归之未来，并
大国政党执政之借鉴，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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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一、政党政治的世界性及其地区性、民族性    （一）政党政治的世界性    （二）政党
政治的地区性、民族性  二、区域性的检视：东亚地区的政党政治及其发展    （一）东亚各地较早出现
的政党多是动员性民族政党    （二）东亚文化传统对政党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三）东亚政党和政党
政治带有浓郁的威权色彩    （四）当代东亚政党政治整体上处于民主转型过程中  三、个案的研究：考
察台湾政党政治的意义及相关说明    （一）为什么要研究当代台湾的政党政治    （二）当代台湾政党
政治相关研究的现状    （三）对本书研究方法的相关说明    （四）对本书结构安排的相关说明第二章
　当代台湾政党政治的缘起  一、台湾政党政治的生态环境分析    （一）地域、历史和文化的特点    （
二）经济社会的变迁及影响    （三）制度和法律的沿革  二、国民党威权政治的式微和终结    （一）合
法性困境和国民党的衰落    （二）党外运动与民进党的成长    （三）公元2000年的政党和平轮替第三
章　当代台湾政党政治的理念  一、政党政治理念的基本意蕴  二、“威权的民主”观念与“民主的威
权”理念    （一）威权主义、民主主义的含义    （二）国民党关于权威与民主的理念    （三）民进党
对权威和民主的理解    （四）其他政党对民主与权威的理解  三、乡土的台湾意识与“民族”的“台独
”意识    （一）什么是台湾意识？
什么是“台独”意识？
    （二）泛蓝政党所理解的台湾意识    （三）泛绿政党所持有的“台独”意识  四、改良的民本主义与
激进的民粹主义    （一）推进政治发展的两条进路    （二）国民党对改良和民本的坚持    （三）民进
党对激进和民粹的偏好第四章　台湾主要政党的政治过程　一、政治过程研究及其视野中的政党　二
、台湾主要政党内部的政治过程    （一）派系、政党中的组织和派系    （二）国民党的组织、派系及
其决策过程　⋯⋯第五章　当代台湾政党政治的特质第六章　台湾政党政治现状及前景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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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在政党与社会关系上，政党、特别是某些实力雄厚的执政党，在循西方模样代表社会的同时
，还始终自觉或不自觉地执行着传统的东方式引导和教化职能。
这一职能又与东亚政党自身特有的社会动员职能紧密联结，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渗透和控制社会生活
的政治机制。
以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为导向，以严密的社会控制为手段，政党因此而获得极高的权威。
但是，由于有些政党及其领袖往往会过分扩张这一权威，无形间就展现出了极强的超越世俗和公众的
色彩，因而又事实上把这一权威置于一种被质疑和受抵制的困境之中。
　　3．在政党与国家关系上，由于“党造国家”在东亚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政党就不仅仅是西方意
义上的社团，而是国家产生的母体和推动其发展的机器。
铸造国家的政党挟开国之余威，来决定国家的体制，决定其他政党在该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国
家对经济社会的控制和干预方式等等。
由此，领导建国的执政党事实上剥离了原本应由国家来承担的许多政治职能。
　　4．在政党与政府关系上，东亚政党对政府权力尤为看重，较之西方发达民主社会的政党，大多
数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政党可能更不愿意做在野党，事实上也很少出现西方那样高度负责任、有能
力并有成效地监督和制衡政党政府的在野党。
在东亚这样一个历史上就习惯于行政主导的地区，政党一旦执政，那么它与政府的结合就更为紧密，
对权力的控制也就更加严密。
为了获取政府权力，个别政党的行为带有极强的机会主义色彩，有时甚至不择手段。
2004年，中国台湾地区的民进党凭借两颗子弹来延续政权的做法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5．在不同政党间的关系方面，相当多的地方存在着控制与服从、排斥与抵制的不平等关系，甚
至是某种零和关系，平等、竞争与合作的党际关系尚未成为主流。
比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以来它只是把反对党当作衡量自己执政满意度高下的工具，它总是以种
种方式，包括公开但不光彩的手段来限制反对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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