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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

前言

　　发展经济，固然要重视提高经济领域的管理水平，但如果公共管理水平不能及时得到相应的提高
，那就或迟或早地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消极影响，有时甚至非常严重。一个常见和简单的例子，如某
些行政审批手续，在发达国家两三个小时可以办妥的事情，而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却要两三天
、两三周、两三个月，甚至两三年或更久。这就是公共管理方面存在的差距！究其原因，总少不了人
员素质问题。　　近现代对管理的研究，是从工商界开始的，并将管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来建立和
发展，一直保持着最积极、最活跃以及不断创新的研究状态和势头。其理论观点和学派之多，有“理
论丛林”之称。新的管理理论、方法、体制，很多首先在经济领域提出、试行和实施，然后推广、普
及到其他领域。值得注意和必须指出的是：在企业管理研究的带动下，研究管理之风逐渐形成和进入
其他管理领域。在时间顺序上，公共管理学科的问世，正是紧随其后的事。　　本来，社会经济要发
展，各级政府和所有公共部门的工作，都必须予以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持，而不能有所妨碍。否则，社
会进步便难以顺利向前发展，更不用说加速发展了。可见，发展和繁荣经济必须提高公共管理水平是
大势所趋。

Page 2



《政治学》

内容概要

《政治学》是为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并将政治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进行系统分析而编著的。基于此
，《政治学》无论是体系、结构还是论证、分析，都进行了新的尝试。教材以政治这一最基本的范畴
为轴心逐步展开，以构成政治的基本材料——群体性为切入点对政治进行系统阐述，共分为4篇（政
治本体论、政治行为论、政治主体论和政治发展论）13章，分别论述了政治、政治权力、政治权利、
政治治理、政治决策、政治参与、政治斗争、国家、政党、政治社团、政治家、政治发展的一般原理
、政治的历史形态等政治学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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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木生，男，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1958年9月出生，当过农民、战士、工人、中学
教师。1994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1994年起在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理工大学）
任教。近年来，在政治学、法理学、经济学等领域发表论文30多篇，有近1O篇被《新华文摘》、人大
复印资料转载。代表作有《我国法治之路的经济分析》、《论民主的市场建构》、《论商品社会政治
监督的法治建构》、《论政治体制改革的产权基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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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政治本体论第一章 政治第一节 政治释义一、如何认识政治二、政治类别第二节 政治价值一、
政治公正二、政治稳定三、政治安全第三节 政治功能一、政治协调二、政治强制三、政治保障四、政
治服务第二章 政治权力第一节 政治权力释义一、权力与政治权力二、政治权力的特征三、政治权力
的构成四、政治权力的作用第二节 政治权力的运行一、政治权力运行的基础、保障、条件二、政治权
力运行的方式三、政治权力运行的过程第三节 政治权力的异化一、政治权力异化的表现二、政治权力
异化的原因分析三、政治权力异化的预防第三章 政治权利第一节 政治权利释义一、权利与政治权利
二、政治权利的本质三、政治权利的特征第二节 政治权利的基本内容一、自由类权利二、平等类权利
三、参政类权利四、诉请类权利第三节 政治权利的作用一、政治权利的个体作用二、政治权利的群体
作用三、政权权利的社会作用第二篇 政治行为论第四章 政治治理第一节 政治治理释义一、如何认识
政治治理二、政治治理的本质第二节 政治治理的内容、基础、条件一、政治治理的内容二、政治治理
的基础三、政治治理的条件第三节 政治治理的类型、方式、作用一、政治治理的类型二、政治治理的
方式三、政治治理的作用第五章 政治决策第一节 政治决策释义一、决策与政治决策二、政治决策的
一般特点三、现代政治决策的新特点第二节 政治决策的原则、程序、类型一、政治决策的原则二、政
治决策的程序三、政治决策的类型第三节 政治决策的作用一、政治决策的微观作用二、政治决策的宏
观作用第六章 政治参与第一节 政治参与释义一、什么是政治参与二、政治参与的基础三、政治参与
的特征第二节 政治参与的类型、方式、作用一、政治参与的类型二、政治参与的方式三、政治参与的
作用第三节 影响和制约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一、经济水平二、社会地位三、政治心理四、政治制度第
七章 政治斗争第一节 政治斗争释义一、政治斗争的发生机制二、政治斗争的特征第二节 政治斗争的
类型一、群体内政治斗争二、群体间政治斗争三、以国家为中心形成的政治斗争第三节 政治斗争的方
式、作用一、政治斗争的方式二、政治斗争的作用第三篇 政治主体论第八章 国家第一节 国家释义一
、关于国家的不同认识二、国家的分类三、国体第二节 国家的政体一、政体释义二、立宪君主政体三
、民主共和政体四、我国的政体第三节 国家的结构一、单一制二、复合制三、我国的国家结构第四节
国家的机构一、国家机构释义二、主要的国家机构三、我国的国家机构第九章 政党第一节 政党释义
一、什么是政党二、政党的产生三、政党的类型四、政党的作用第二节 政党制度一、政党制度释义二
、三大政党制度三、我国的政党制度第十章 政治社团第十一章 政治家第四篇 政治发展论第十二章 政
治发展的一般原理第十三章 政治的历史形态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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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一政治主要表现为社会的群体性矛盾与关系。社会的成员总是分属于不同的群体，这类群体本
身不是专门的政治单元，而是利益单元，但这些利益单元之间受利益推动的群体关系的互动时常酿成
群体性矛盾。一旦这种矛盾转化为群体性行为的对立，便是政治冲突，便是政治现象与政治活动。因
此，社会中群体性的广泛与永恒存在，成为非国家形态政治存在的基础，也成为其他形态政治存在的
基础。　　在通常情况下，这类政治现象大多是一种可能状态，不是一种现实状态。也就是说，一般
情况下这一政治关系与矛盾可能存在，但并没有显性化为一种直接的政治状态。然而，当某种因素诱
发使两大群体之间产生直接、公开的群体性冲突时，便成为政治冲突。基于此，社会的任何群体都是
具有政治功能的非政治性单元。在社会中，这类群体有两类：固定群体与临时群体。以此为基础，社
会中的政治关系则表现为固定群体之间的关系与冲突、临时群体之间的关系与冲突以及固定群体与临
时群体之间的关系与冲突等。这些关系与冲突都属于非国家形态的政治，其中，固定群体之间的关系
与冲突占主导地位。这类政治关系与冲突是非国家形态政治的主体；如富人与穷人之间、民族之间、
宗教之间、地域之间的政治关系与冲突等。在现代社会，形成了一类职业性的政治群体，即政治社团
与政党。由于它们是非国家形态的，因而它们之间的关系与冲突也是非国家形态的政治。当然，它们
很容易转化成为国家形态的政治。　　（二）国家形态的政治　　这一政治是指以专门的职业化的政
治组织——国家为中心表现的政治关系与矛盾。国家的出现使政治生活具有了职业化、专门化的内容
。这一内容涉及两个方面：以国家名义实施的社会治理与调控；关于获取、运用、维护国家权力的活
动。前一类着重于政治作用的发挥与价值的伸张，后一类着重于权力之间的关系与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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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入门基础，经济决定上层建筑的研究方法，边上课边看，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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