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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世界的制度逻辑》

内容概要

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制度概念与制度研究是各学科进行现实考察与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新制度
主义政治学的发展历程不仅为制度研究空间的扩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围绕制度概念内涵的界定、制度
分析视角的选择、制度研究路径的确立、制度功能机制的发挥等基本问题，做出了积极的理论探索。
本书根据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观点，侧重研究政治制度的内涵、本质、特征和类型，试图为政治
制度分析的一般原理提供必要的逻辑前提。在此基础上，本书在政治制度的生成、维系、变迁方面的
演进历程，以及在政治行动者对政治制度的评价活动这两大问题上，确立了一般性的新制度主义政治
学理论分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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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雪松，男，1982年5月生，法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2010年6月于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学理论专
业获法学博士学位。2008年10月至2009年10月，获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资助，公派赴加拿大皇后
大学留学。2010年8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现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
治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公共管理、比较政治学研究。近年来
在各类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承担或参与多项研究课题，获2012年吉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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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一、本书的研究对象及意义
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的文献综述
三、本书的研究方法与基本结构

第一章制度研究在政治学中的历史发展
一、政治学中的传统制度研究
（一）传统政治制度研究的一般历程
（二）传统政治制度研究的特征概述
二、新制度主义在政治学中的兴起
（一）制度的回归与制度研究的复兴
（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规则、程序与算计
（三）历史制度主义：结构、关系与历史
（四）社会学制度主义：规范、认知与文化
三、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内在张力与理论取向
（一）新制度主义分析层次上的分歧：能动与结构
（二）新制度主义研究途径上的分歧：解释与诠释
（三）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取向

第二章政治视阈下的制度分析：制度的含义、本质与表征
一、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含义
（一）制度概念的界定
（二）政治制度的内涵
二、政治制度的本质分析
（一）作为秩序状态的政治制度
（二）作为权力结构的政治制度
（三）作为行为选择背景的政治制度
三、政治制度的特征概述
（一）政治制度的结构性特征
（二）政治制度的稳定性特征
（三）政治制度的约束性特征
（四）政治制度的观念性特征
四、政治制度的类型
（一）规则型制度与组织型制度
（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三）单一制度与复合制度

第三章政治制度的生成
一、政治制度生成的设计观
（一）制度设计的逻辑前提
（二）制度设计的方式
（三）制度设计理论的评析
二、政治制度生成的演化观
（一）制度演化的逻辑前提
（二）制度演化的方式
（三）制度演化理论的评析
三、政治制度生成的选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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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选择的逻辑前提
（二）制度选择的方式
（三）制度选择理论的评析

第四章政治制度的维系
一、政治制度维系的前提
（一）制度维系的内在要求：存在、稳定、有效
（二）制度维系的条件：历史过程、内部变量、外部参数
二、政治制度维系的途径
（一）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
（二）政治权力的强制实施
（三）制度环境的密切契合
（四）观念因素的必要支持

第五章政治制度的变迁
一、制度变迁的理论基础
（一）制度变迁的基本涵义
（二）制度变迁的条件
（三）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二、政治制度变迁的方式
（一）外生变迁与内生变迁
（二）强制变迁与诱致变迁
（三）激进变迁与渐进变迁
（四）合意变迁与意外变迁

第六章政治制度的评价
一、政治制度评价的必要性分析
（一）政治制度本质属性的表现
（二）政治制度观念性特征的反映
（三）人们追求良好政治生活的要求
二、政治制度评价的取向
（一）评价活动的功利性与道德性
（二）评价视角的历史性与现实性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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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3.5/5，文献综述真是很能看出作者的水平，尤其在第一章，许多洞见不过是出自对盖伊·彼得斯
的摘引。事实上这本书做的最好的地方也就是概念分析和理论整合，一方面接续前沿，一方面回溯渊
源，将概念置于理论的场域中进行分析，确实有些看头，也难怪要在开篇强调概念分析的地位。对新
制度主义三大范式的分歧点把握得不错，以此为重心理出政治制度的演化逻辑，整体架构还是挺清晰
的，不过仅仅局限于理论整合层面，制度维系和变迁两章还是显得太空泛了。

Page 6



《政治世界的制度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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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