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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原理》

内容概要

《面向"十二五"高等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规划教材:政治学原理》内容主要包括政治概论、国家、政府
、国际政治、政治制度、政治发展、政治参与、政治文化、政治学方法论、政治民主、政治权利、政
治管理、政治文化、政党、政党与政治团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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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邦凡，1967年12月出生，男，重庆涪陵人，先后毕业于长江师范学院（原涪陵师范学院）、西南大
学（原西南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哲学博士，先后在丰都第三中学、涪陵第十中学、涪陵中学做教
师，先后任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副主任、行政管理系主任、院长助理、副院长（主持
工作）、院长，现任燕山大学文法学院院长兼任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从事哲学、公共管理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等教学与研究。
石敦国（1968～），重庆酉阳人，苗族，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燕山大
学文法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从事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公共管理等研究，在《马克思主义
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学术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思想战线》等发表论文20
多篇，在人民日报出版社等出版著作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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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政治与政治学 1.1 什么是政治 1.2 什么是政治学 1.3 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1.4 政治与政治学的多重视
角 第2章 国家与社会 2.1 国家理论 2.2 国家的历史类型 2.3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第3章 政治权力 3.1 政治权
力的含义和特征 3.2 政治权力的基础和实现 3.3 政治权力的分配 第4章 政治制度 4.1 国家制度 4.2 选举制
度 4.3 国家公务员制度 第5章 政治管理 5.1 政治管理概述 5.2 政治管理实践 第6章 政治参与 6.1 政治参与
概述 6.2 政治参与的方式与制约因素 6.3 当代中国的政治参与 第7章 政党与政党政治 7.1 政党的理论概
述 7.2 政党制度 7.3 当代世界政党政治 第8章 利益集团 8.1 利益集团的一般理论 8.2 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
集团 8.3 中国的社会团体 8.4 新闻媒体 幕9章 意识形态 9.1 意识形态概述 9.2 主要的意识形态 9.3 意识形
态的功能 第10章 政治文化 10.1 政治文化概述 10.2 政治文化的类型和功能 10.3 政治社会化 第11章 政治
发展 11.1 政治发展的含义 11.2 政治发展的目标和战略 11.3 政治发展的途径 第12章 国际政治 12.1 国际
社会及其特征 12.2 国际行为体 12.3 国际政治体系与世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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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1.1 权力的含义和性质 政治权力是公认的政治学核心概念。一切政治制度都以政
治权力为基础并围绕政治权力而构建，全部政治生活都围绕政治权力而展开。因此，学习政治学，应
当以政治权力为起点，才能够进一步清晰地把握政治的历史和现实的整体图景。但是政治权力并不像
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即使古往今来的政治学家对政治权力做了大量的潜心研究，仍然难以形成一个
明确的统一的概念界定。政治权力本身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是通过大量的政治现象抽象出来的。正
如我们只能从物体的运动和相互作用现象抽象出力这个抽象概念一样，我们也是从政治生活的具象中
抽象出政治权力来。这种抽象，由这种抽象所得到的政治权力概念是如此重要，它使得政治生活的基
本规律得以被把握。这个概念对于我们学习政治学的人来说是如此重要，我们因此获得了一个起点，
一个观察政治的角度，一种分析政治问题的方法。 政治权力问题涉及：政治权力的含义和性质，政治
权力的起源和基础，政治权力的实现方式。政治权力的分配问题。 但是要了解政治权力，就要先了解
一般权力，政治权力不过是权力的一种。社会中除了政治权力外，还存在着其他的权力现象，比如经
济权力、社会权力、文化权力等。只有了解了一般权力的含义和性质，才能突显政治权力的特点。 罗
伯特·威森曾经对权力有过一段精彩的评论：“权力的味道总是美妙的，甚至那些无意问政的人在掌
握权力之后，也会从中得到满足。他们讲话，别人聆听、鼓掌和服从。他们使自己的同胞成为贯彻其
意志的工具。权力是社会成功的顶点。权力扩展了生活并使之具有意义，凸显了人的本性。那些为了
共同体利益而进入领导岗位的人经常由于对权力的迷恋而流连忘返。崇尚奢华很大程度上是崇尚权力
，名贵轿车的重要性不在于它行驶平稳，而在于它能显示车主的地位。豢养大批仆人与其说是出于服
务的需要，倒不如说是显示主人的气派。”①罗伯特·威森这段评论之所以精彩，因为他比较恰当地
描述了人们的权力感。由于这种美妙的权力感，人们把掌握权力看作是社会成功的顶点并孜孜不倦地
追求权力。更为重要的是罗伯特·威森道出了权力的实质是可以贯彻自己的意志，使他人服从自己的
意志。 从词源学上看，英文power（权力）一词源于法语的pouvoir，又源于拉丁文的potentia，是指一
个人或物影响他人或他物的能力。而potestas则指人们通过协同一致的行为所具有的特殊能力。“权”
在中国也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概念，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衡量、测定之意，二是指制约他人的能力。 
安德鲁·海伍德在《政治学核心概念》中认为“权力可以宽泛地认定为达到期望中的结果的能力，有
时以做某件事情的‘达成力’（power to）的形式被提及。这种概念的权力包括从个人维持生存到政
府推进经济发展的各种能力。”“如果A能让B做他在其他情况下不做的事情，就存在着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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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面向"十二五"高等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规划教材:政治学原理》主要讨论关于政治行为之一的政治管
理。首先对政治管理的含义进行了梳理，分析了政治管理与政治统治的异同；区分了政治管理的两种
类型，指明了政治管理的特征。其次，阐释了政治管理在实践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原则内容；解析了政
治管理的实践方式以及政治管理实践活动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现实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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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给同学考研买的 质量是可以的
2、货到付款很不错哦~书的质量也很好
3、帮同学买的，她考研的指定的书
4、好多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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