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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文献资料分析等方法，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探讨了当代中国公务员群体
在社会变迁中的政治社会化经历，形成的政治认同、政治观念，表现出的政治行为。
社会转型期，经受各种社会化介质影响的公务员群体的政治认同呈现多元并存趋向，他们对执政党、
政府积极认同，对政治问题强烈关注。
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公务员群体应具备公仆意识、民主法治精神，但在利益分化的现时代其公共
精神有所缺失。
在多元认同和欠缺公共精神的影响下，其政治行为出现偏轨。
围绕职务升迁展开的政治活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偏正结构”、政治参与的利益取向均表明公务
员群体的政治责任与政治生态之间的矛盾。
公务员群体政治文化形态既蕴含丰富积极向上的因子，也不乏破坏性的“潜物质”。
鉴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育和生成必须在法治先行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必须加强公务
员能力建设、建构“法治—参与型”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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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公务员群体的社会比较优势地位　　公务员群体处于社会比较优势地位的结论建立在对当代
中国政治生态环境下公务员的职业地位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
公务员群体能成为比较优势群体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公务员处于强势地位的现实基础在于公务员阶层不仅掌握政治资源，是国家和执政党意志的代言
人，而且还可以运用所掌握的政治资源及权力资源来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进而继续强化
自己的社会地位。
下层公务员即办事员层次的人员随着上升流动、职务升迁也会慢慢走上领导岗位。
即使不能做领导干部也会因为自己职业的特殊性来获取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
相对于社会其他阶层来说，这一群体在社会上具有比较优势地位。
　　公务员处于比较优势地位的历史文化基础在于，中国传统几千年绵延流长的“官本位”思想不会
在短时期内消失，还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
中国封建时代民众具有的典型的“子民”心态在广大当代国人心中仍然存在，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
当代公民的思维方式和认知事物的程度。
新中国历史上形成的计划经济制度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政府权力的集中性在短时间内也不会发散，形成
权力相互真正制约的局面。
加上市场经济发育的不完善，市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要靠“看得见的手”来主导发展，不可能短期
内得到彻底改变，只能采取渐进的方式来慢慢消减传统政治文化的负面影响，不完善的政治制度决定
了公务员在当代中国的比较优势地位。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务员群体的政治文化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