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学概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政治学概论》

13位ISBN编号：9787040319880

10位ISBN编号：7040319888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社：《政治学概论》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1-06出版)

作者：《政治学概论》编写组 编

页数：31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政治学概论》

内容概要

《政治学概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的指导，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和有关专家学者的帮助和支持。同时，广泛
听取了高校政治学课程教师和大学生的意见和建议。
政治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阶级、国家
产生以后，人们总是结成以一定的阶级关系为基本内容的政治关系，并围绕着国家政权展开着各式各
样的政治活动。政治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产生、发展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并反过来对经济基础以
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发挥着深刻、广泛的影响。
政治学是研究社会政治的科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门重要学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产生，在政治
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开启了政治学研究的新时代，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为工人阶级
和广大劳动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理论武器。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中国
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
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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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概论》

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节 政治学及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一、政治的涵义
二、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
三、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第二节 政治学的历史发展
一、政治学在古代的发展
二、近代以来政治学的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
第三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丰富发展
一、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贡献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贡献
第四节 学习《政治学概论》的意义和方法
一、为什么要学习《政治学概论》
二、怎样学习《政治学概论》
第一章 阶级与国家
第一节 阶级与国家的起源
一、阶级产生与国家起源
二、中国的国家起源
三、其他国家起源理论分析
第二节 国家的本质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本质的基本观点
二、其他国家观分析
第三节 国家的职能
一、内部职能和外部职能
二、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
第四节 国家的历史类型和国家的消亡
一、国家的历史类型
二、国家的消亡
第五节 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性质
一、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性质
二、中国的国家性质
三、中国国家性质的基本内涵
第二章 国家权力与国家形式
第一节 国家权力
一、国家权力的涵义
二、国家权力的特征
三、国家权力的结构
第二节 国家政权组织形式
一、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概述
二、不同类型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
第三节 国家结构形式
一、国家结构形式的涵义
二、国家结构形式的基本类型
第四节 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形式
一、中国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
二、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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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别行政区制度
第三章 国家机构
第一节 国家机构的涵义与构成
一、国家机构的涵义
二、国家机构的构成
第二节 西方国家的国家机构
一、西方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
二、西方国家主要国家机关及其相互关系
第三节 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机构
一、中国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
二、中国的主要国家机关及其相互关系
第四章 政治民主
第一节 政治民主的涵义，
一、政治民主的概念，
二、政治民主的基本特征
第二节 西方资本主义民主
一、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产生与发展
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
三、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质及其局限性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一、社会主义民主的产生与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及其特征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四、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第五章 政党和政党制度
第一节 政党的涵义与作用
一、政党的产生
二、政党的涵义和特征
三、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第二节 政党制度
一、政党制度的涵义
二、政党制度的主要类型
第三节 当代中国的政党和政党制度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二、中国民主党派及其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第四节 中国的统一战线
一、统一战线的形成
二、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
三、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主要任务
第六章 政治参与
第一节 政治参与概述
一、政治参与的涵义和特征
二、政治参与的类型
三、政治参与的作用
第二节 西方国家的政治参与
一、西方国家政治参与的形式
二、西方国家政治参与的特征与实质
第三节 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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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参与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
二、中国政治参与的特点
三、中国政治参与的体制、机制及方式
四、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第七章 政治文化
第一节 政治文化的涵义与功能
一、文化与政治文化
二、政治文化的特征
三、政治文化的构成要素
四、政治文化的功能
第二节 政治社会化，
一、政治社会化的涵义
二、政治社会化的过程
三、政治社会化的途径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重要作用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
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第八章 政治发展
第一节 政治发展的涵义与理论
一、政治发展的涵义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理论
第二节 政治发展的动力与途径
一、政治发展的动力
二、政治发展的途径
三、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和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
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第四节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和性质
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和成就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和原则
四、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第九章 民族与宗教
第一节 民族与宗教的涵义
一、民族的涵义与特征
二、宗教的涵义与特征
三、民族与宗教问题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
第二节 当代世界的民族与宗教问题
一、当代世界的民族问题
二、当代世界的宗教问题
三、当代世界民族、宗教问题的根源
第三节 中国的民族与宗教问题
一、中国的民族与宗教概况
二、中国的民族政策
三、中国的宗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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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国际政治与世界格局
第一节 国际政治
一、国际政治的涵义
二、国际政治行为主体
三、国际政治基本准则及国际法
第二节 时代主题与世界格局
一、当代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问题
二、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
第三节 中国的对外政策
一、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
二、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
阅读文献
人名译名对照表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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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三种是德意志形式，或称德意志人国家产生的道路。德意志人国家是日耳曼部落征服广阔
的外国领土的结果。因为征服者的氏族组织无力统治这样广大的新领土，它必须有自己的国家机构，
才能成为被征服领土的主人。因而，日耳曼氏族组织的机关迅速转化为国家机关。但对外征服只是日
耳曼国家形成的直接原因，日耳曼国家产生的决定性原因，仍然是阶级的出现及其矛盾的激化。因为
日耳曼部落在国家形成之前已经发生了显著的阶级分化，对外征服只是加速了阶级和国家产生的过程
。恩格斯对欧洲国家产生方式的概括，揭示出国家是阶级分化的结果、国家权力是国家形成的标志。
二、中国的国家起源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关
于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和形成，从20世纪初叶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其核心
问题是，中国的古代国家是何时产生的、怎样产生的。国内学术界一度认为，商朝是古代中国最早的
国家。但随着20世纪末期大量的考古和文献研究的开展，这一看法有所改变。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
，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朝代，是自原始社会解体之后依次出现的三个古代国家，应属于现代人
类学者所称的早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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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治学概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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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整洁无残破污染，内容也很是满意，是不错书籍。
2、服务很好，继续支持！
3、物流很快，第二天就收到啦！书也很好，为了考研加油啊！！
4、很好，很满意。就剩一本了，还让我买走了哈哈
5、书还可以，就是书皮有点脏！
6、正版！纸质挺好的。值得推荐。
7、买了两册这本书，一册还是挺好的，纸质什么的没什么问题，但有一册里面有黑指印，书侧面角
也坏了，看着挺影响心情的
8、很好，很喜欢 内容充实，书的质量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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