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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导论》

前言

邓小平的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又一次革命。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给中国带来革命性变化。
这种革命性变化不仅体现在经济、政治等层面的现实生活上，而且还表现在因现实的变迁而带来的理
论上的创新和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学学科建设上的成就方面。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让位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同时由经济变革带来的政治体制上的变化也是有目共睹的。首先，在民主
法制建设上，人治正在走向法治，政治的制度化正在加强，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终身制的废除和退
休制度的形成。其次，在国家结构上，过去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简单的单一制已经转变为更加复杂的国
家结构关系。  中央与地方、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多的市场经济特征。再次，在国
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过去是“大政府（国家），小社会”，现在正向“大政府（国家），大社会
”的方向变化。民间社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自由越来越多。最后，在意识形态上，
过去那种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封闭、激进而又教条的态度已经转变为开放、理性而又灵活
的态度，因而形成了引导改革开放事业的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和谐社会构想。所
有这些变革，都是我们在20多年前所无法想象的。当然，在政治进步的同时，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回避
。那就是迫切需要建立一套约束政府权力、使人民群众的真实意愿和利益诉求能够得到顺畅表达的机
制，以便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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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导论》

内容概要

《政治学导论》按照政治运行的内在逻辑安排政治学原理的体系，即政治的性质——政治意识——政
治体系——政治行为——政治发展。第一部分从博弈论和系统论角度分析政治并着重讨论了政治权力
。作为影响政治体系的外部因素，政治意识包括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社会化。政治体系包括国
家、政党、政治社团和政治人。政治体系的运动就是政治行为，按其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的过程，政
治行为主要分为政治统治、政治管理和政治参与。政治发展是政治行为结果，包括政治现代化、政治
民主和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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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导论》

作者简介

杨光斌，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英国和美国进修。1997-1998年任
美国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国际事务学院富布莱特教授；2003年秋季在美国Denver University国际
关系学院讲学。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主持过多项重大课题，其中有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制度理论）、当代中国政
治、比较政治、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代表性著作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国家权力》、《
制度的形式与国家的兴衰：比较政治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中国政治发
展研究》等。发表制度变迁研究方面的中英文论文3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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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导论》

书籍目录

第一编  政治的性质  第一章  政治与政治学    第一节 政治的含义    第二节 政治学    第三节 政治学方法论
 第二章  政治权力    第一节 政治权力及相关概念    第二节 政治权力的分配第二编  政治意识  第三章  政
治文化    第一节 政治文化的内涵    第二节 政治文化的类型与功能  第四章  政治意识    第一节 意识形态
的涵义与特征    第二节 意识形态的基本类型    第三节 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  第五章  政治社会化    第一
节 政治社会化的涵义及特点    第二节 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媒介与功能第三编  政治体系  第六章  国家    第
一节 国家理论    第二节 国家的类型与国家形态    第三节 国家内政府间关系    第四节 国家机构  第七章  
政府    第一节 政府体制    第二节 中央政府    第三节 行政机关  第八章  政党    第一节 政党理论    第二节 
政党制度  第九章  社会力量    第一节 利益集团    第二节 新兴社会组织    第三节 新闻媒体  第十章  政治
人    第一节 政治人与公民    第二节 政治家第四编  政治行为  第十一章  政治统治    第一节 政治统治理论
   第二节 政治统治的过程与方式    第三节 政治统治的类型与规律  第十二章  公共管理    第一节 公共治
理的概念与原则    第二节 公共治理的模式    第三节 公共治理的实践  第十三章  政治参与    第一节 政治
参与的含义    第二节 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    第三节 政治参与的作用第五编  政治发展  第十四章  政治现
代化    第一节 政治现代化理论    第二节 政治革命    第三节 政治改革  第十五章  政治民主    第一节 政治
民主理论    第二节 政治民主的制度化类型  第十六章  人权    第一节 人权的含义    第二节 人权的基本内
容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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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导论》

章节摘录

插图：根据上面的模式，当个人或团体向政府提出要求时，即要求政府满足他们自由、经济安全、警
察保护等需求和愿望时，政治过程便开始运转了。政策制定者会检查各种要求，并考虑到自己的利益
，然后作出决定，这些决定可能是行政命令，也可能是法律。这些决定就作为输出而反馈给社会。通
过反馈过程，提出要求的个人和团体就会发现政治系统是如何处理他们的要求的。如果这一政治系统
能满足这些要求，政治过程的各部分就皆大欢喜。如果不能满足这些要求，要求者就面临几项选择：
接受该决定，因为政策制定者有能力去执行它；重新提出更温和的要求；通过政治系统的其他渠道提
出要求；撤回他们对政策制定者甚至整个政治系统的支持。当大部分成员不再支持该政治系统时，就
会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革命，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推翻国民党政权的革命。显然，支持是政策制定
者对要求反应的结果。根据上面的模式，给予支持或撤回支持就是第二种输入。这一系统模式对我们
理解政治有何帮助呢？其中一个重要意义是说政治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输入（要求与
支持）影响输出（决定），而输出又影响下一轮的输入，如此循环不断。另外，把政治看成一个系统
有助于理解政治过程的关联性。政治活动不是在与世隔绝的场所进行的，而是与文化、法律、意识形
态和经济等系统相互作用的，它们又为政治活动提供某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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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导论》

后记

有必要交代一下《政治学导论(第3版)》的体系。我们力图按照政治运行的内在逻辑来编排。第一篇探
讨政治的性质，它是理解政治学和政治过程的出发点。关于政治的观点有很多，我们试图从体系论和
博弈论途径诠释政治，“政治”因而不再是一个呆板的概念；同时，如果不直接从权力角度看政治，
就很难认清政治的性质，因而在这一篇中着重分析了政治权力。在接下来的几篇里，首先介绍和探讨
政治意识（第二篇），然后探讨政治体系（第三篇）、政治行为（第四篇）和政治发展（第五篇）。
我们考虑的是，在研究任何一个政治体系之前，应该勾画出政治意识的基本框架。因为，如果把政府
决策看作是政治运行的中心，影响政府决策的由里及外的环境因素依次是权力分配制度、经济制度和
文化。因此首先考察作为一种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乃是研究政治学的逻辑要求。政治体系既包括政治
行为的主体，又包括影响政治行为的政治规范和制度。政治行为的主体既包括国家、政府、政党和政
治社团这样的政治组织，又包括政治个体。无论什么样的政治行为主体，其行为都要受到一定的政治
制度和政治规范的限制。政治制度包括政府体制、政党制度和政治社团活动规则等，其中政府体制是
政治制度的核心。显然，政治行为是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发生，受到政治体系的约束。政治行为几乎
囊括所有的政治现象，考虑到政治行为是政治主体的活动，我们以政治主体为标准来划分政治行为的
类型，即政治统治、公共治理、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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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导论》

编辑推荐

《政治学导论(第3版)》是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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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导论》

精彩短评

1、有没有2010年版的政治学导论 找不到呀 怎么
2、入门者需要类似的教材
3、自学。教科书版《权力的游戏》。政治学入门。
4、政治对于理想主义者永远是阴暗的 不过所谓工具没有善恶之分 力量也是 手段也是
5、在国内教材中较好。
6、虽然不喜欢主编，但是还是很喜欢这本书，比王浦劬王惠岩神马的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7、我表示我更喜欢台湾版的政治学教科书，那版更像学者的研究著作~
8、第三版
9、我的政治学入门教材，可惜啊，没好好学
10、想到我估计再也不会翻开这本书 就一阵阵 唏嘘
11、妈的李永成的课 不得不粗略看下
12、收到的与定的不一样，不满意
13、明显是第三版了。。
14、真的，如果这本书不是指定教材，我是绝对不会看的。
15、三分半，论述基本都在点子上，而且也没有多少僵化的马列教条，缺点在于记述的内容过多，而
说明的内容过少，倒是适合去死记硬背。大框架倒不错，但到具体的内容上，似乎是为了尽可能多的
把内容加进去，显得有些散杂。总体而言还可以吧。
16、内容需要特净的情况下才看得下去啊~ 不过条理足够清晰
17、不错 要记熟
18、老生常谈
19、框架是可用的
20、只是考试题太坑爹了··别挂我杨老湿··
21、人大政治学左派代表教材
22、新版，正版，印刷质量好...相当不错，要考人大的研究生政治学原理必备....
23、物流速度还行，图书不错，就是有被压过的痕迹
24、政治理论
25、中文版的理论是甘露。
26、这是教材= =|||||
27、尼玛，考研必备~
28、如果不是教材，这本书读来还是相当有趣且长见识的。
29、收获最大的一本教科书
30、傻逼傻逼！还给我来个英文教学！傻逼！你怎么不给我德语教学呢哎哟！
31、！！！！！！为什么学完之后一点感觉没有！！！！我恨它
32、这本书，我给人讲了一遍又一遍，看到它的封面，我就进入状态
33、更多的是理论的阐述和划分，对于中国的党政制度难免有些无奈的“客观”，看过带过淡淡笑过
34、国内数一数二，春秋笔法！
35、书本八成新，内容较好
36、是帮室友买的，质量保证。
37、既然老师用这个当教材就推荐呗。我完全不记得上面都说了些什么= =
38、背了三天三夜，各种颜色的笔标注3遍，然后去考试的一本书。
39、满页马列主义
40、政治学教材，boss的书，体系还是很清晰的，不难看出，主流话语体系和政治学学术体系的转换
拿捏的很到位。政治学导论性质的书籍很多，但各有侧重，此书偏重国家、政府和制度。
41、教材
42、为同学所买的，他说用过挺好
43、中国人在中国写的政治学教科书算不错了，虽然还是比较委婉隐晦，但还是讲了不少实话。
44、应该买第四版的，不过读后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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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导论》

45、政治学专业值得一看的书籍
46、还行吧，也就是还行
47、为了考试买的书 就这样
48、教科书，又是考研书，曾经读过三遍以上
49、不错的入门教材，不过还是不太深入
50、花了10天时间从头到尾读完 通俗易懂，内容够细致和丰富，用了不少具体的实例来解释。很好的
一本教材。
51、哎呀呀...
52、兼容并包 爱上杨光斌
53、书是有点旧  不过不影响看
54、考试用的书。老师推荐让买这本的。
55、书没太看，老师我不喜欢⋯⋯
56、正版，印刷质量好⋯⋯
57、课本也有啊
58、考研的孩子⋯⋯
59、考研
60、杨光斌的课讲得绝对比他的书好～
61、正在学习，是好书
62、质量好，物美价廉，学校的选定教材。
63、感觉还不错！以后还会再来！
64、嗯作为教科书来说还是不错滴。
65、教科书嘛。。。无语。。
66、第二版和第三版都看了，觉得三版进步挺大。写书除了部分地方有些赘述之外，体系框架很清晰
，作为考研复习书目是本不错的选择。
67、木教授说杨光斌很狡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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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导论》

精彩书评

1、政治学的课本看了不少了，或许是为了考研已经把看课本当成习惯，每次去图书馆看见政治学教
材都会情不自禁的想借来看一下。这本《政治学导论》的作者是人大杨光斌教授，之前有本《政治学
原理》是本书的第一版，以前写过第一版的读书笔记，基本内容应该都提到了，这次只说说本书新加
的内容。与前一版相比，本书删去了国际政治一章，整合一些章节的内容，新增了一章对政府专门论
述。政府与国家显然是有区别的，但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又常常将两者混用，或者是在用“国家”一
词，其实所指的是政府，等等。应该说，政府是国家的组织要素或政治机器，只是国家的一部分。但
从国家组成的四要素上看，只有政府具有政治活动能力，其他要素（领土、人口和主权）都只是作为
客观实在，不具备自主活动能力。这就决定了在日常用语中，政府是代表国家而存在的，在特定场合
（如将国家看作行为主体时）政府就等于是国家。作者打了比较恰当的比方，把国家比作公司，人民
就是股东，而政府就是董事会和监事会。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理论，决定公司发展战略的通常是后者，
而最终决定权就在于前者，这与政治运行的原理基本一致。当然，这里可以通过区分广义政府和狭义
政府的区别来对这个比喻做个补充，即广义上看政府可以比作是董事会和监事会，具体指议会，而狭
义上的政府即行政机关应该是具体管理层，包括总经理等高管，而中层和基层行政人员则可以类比官
僚系统，而这些内容也是作者在政府一章所探讨的，作者没有将思路局限于政府的抽象理论中，而是
将政府划分为行政机关和官僚机构，前者特指政治官员（选任官员），后者则指常任的文官，通常是
考试录取的公务员。但这里要注意的是，这种划分通常只适合西方的政治现实，对中国行政制度的解
释力有限，因为中国虽然也有选任和考任公务员之分，但考任和选任官员却相互衔接，区别不大，也
就是说中国没有严格区分二者。本章作者首先分析了三个理论，即政府体制理论、政府职权理论和政
府行为理论，分别讨论了与之相关的各种观点，其中体制理论涉及到的内容和国家、民主等概念差不
多，职权理论主要列举了新古典经济学派和福利经济学派对政府职权的看法，基本就是对干预与否的
论断。作者通过分析公关选择理论来展开对政府行为理论的讨论，分别探讨了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范
围、方法论和分析范式，具体来讲就是公共选择理论以个人主义为核心方法，将政府行为领域界定为
可以与经济市场相比较的政治市场，通过经济人假设来分析政府的行为逻辑。运用这一理论的好处之
一在于可以通过分析决策者的动机或目标，可以更好的了解政治行为的原因。作者举了李登辉和陈水
扁提出分裂理论的例子，不过可惜没有深入探讨，但这一思路应该受到重视，我们在分析台独分裂势
力的各种原因时常常忽视对领导人动机的分析，或者简单地攻击他们为了一己私利，这对我们对症下
药其实帮助不大，通过分析他们的主观动机了解他们搞台独活动的根源或许会找到些解决问题的新思
路。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本书由于兼论西方政治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而导致体系或说内容
有些混乱，但有一个特色却很值得推广，就是注意理论联系现实的事例，上面提到的台独问题就是一
例，这样可以让读者对问题有更直观的认识，不过作者也有待对此进行改进，因为毕竟对例子只是一
笔带过，有点过于简单。《政治学导论》（第2版）主编：杨光斌目录：第一篇 政治的性质 第一章 政
治与政治学 第一节 政治的涵义第二节 政治学思考题第二章 政治权力 第一节 政治权力及相关概念第二
节 政治权力的分配思考题第二篇 政治意识 第三章 政治文化 第一节 政治文化的内涵第二节 政治文化
的类型与功能思考题第四章 意识形态 第一节 意识形态的涵义与特征第二节 意识形态的基本类型第三
节 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思考题第五章 政治社会化 第一节 政治社会化的涵义及特点第二节 政治社会化
的主要媒介与功能思考题第三篇 政治体系 第六章 国家 第一节 国家理论第二节 国家的类型第三节 国
家的结构形式第四节 国家机构思考题第七章 政府 第一节 政府体制第二节 行政机关第三节 官僚部门思
考题第八章 政党 第九章 利益集团 第十章 政治人 第四篇 政治行为 第十一章 政治统治 第十二章 政治管
理 第十三章 政治参与 第五篇 政治发展 第十四章 政治现代化 第十五章 政治民主 第十六章 人权 参考书
目 后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第一版   383千字
2、本书现在基本上已经成为了中国人民大学所有有关政治学的研究生专业考试用书，这说明人民大
学的相关专业教师已经基本认可了这本书的基本理论和体系，也就是说这本书代表着人民大学政治学
的特色。 从整部书的体系看是比较全面的，但在具体的划分上则别出心裁，像第一篇政治的性质就已
经把政治权利、政治权力做了一个交代，并没有与其他一些教材那样把政治关系单列出来；第三篇政
治体系和第五篇政治发展分别把政治人和人权单列一章，既可以从中看出创新的因素，又可以注意到
本书作者非常重视人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它是一种新政治学理论体系。与另一本
政治学经典教材王浦劬先生的《政治学基础》相比，书中没有很多名词术语，当然逻辑线索也不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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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突出，但就政治学基本理论来说他的思路清晰，并不时出现一些新的观点和方法，不能不叫人佩服
。 
3、民主的核心不在于由谁来统治，也不是所谓的多数人统治的制度，而是政治的科学方式的体现和
合理化，是被统治者能够批判并推动统治者的一种方式，是人民能够有效地控制统治者权力的一种制
度。“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我们渴望得到好的统治者，但历史的
经验像我们表明，我们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正因为这样，设计使甚至坏的统治者也不会造成太大损
害的制度是十分重要的。”——波普（Karl Popper）这是我看《政治学导论》这本书觉得最精彩的一
段。以前从来没有怎么接触过政治，认为政治太过玄幻和虚假，都是人们之间的争斗和把戏。近来由
于要考试的关系，才仔细读了读《政治学导论》一本书，算是碰了碰皮毛，却长了很多知识。尤其对
于有关民主的理论，有了很浓厚的兴趣。我开始理解精英主义的民主理论，尽管我非常赞同民众的利
益至上，他们的神圣权利不可侵犯。但是，我为精英主义经常遭到鄙视而鸣不平，支持精英主义理论
的人不过是说了大实话而已。统治者永远只能是少数，所有标榜自己是民主国家或人民当家的政治系
统，实际都是寡头统治。这不是说他们虚假，而是简单意义理解的民主无法实现。广泛的人民控制是
不可能实现的，民众既没有实现统治所需要的政治知识，也没有实现统治的客观条件——诸如在广泛
民众参与所需的时间、场所、程序等等。萨托利说得明白：“真实的情况是，紧紧包含着人民权利观
念的民主理论只够用来同独裁权力作战，一旦打败这个敌人，自然而然得移交给人民的不过是名义上
的权力，权力的行使完全是另一回事。”所以非常赞同文初引用的那段话，民主应该是人民能够有效
地控制统治者权力的一种制度。“多元统治论”提出民主的实际意义就是权力为众多的自治集团所分
享。社会集团之间通过不断竞争和妥协来获得对国家的控制权，但谁也不能垄断国家权力。国家被认
为是独立于市民社会之外的政治组织，代表全社会的利益，是实现社会利益和社会秩序的工具。国家
的政治职能就是要在各种利益集团之间寻求平衡，而不是偏袒其中任何一方。国家应当保证社会各集
团和阶级之间的竞争有序和公正的进行。这也是很有趣的一种观点，在我看来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尽
管西方国家可能比较容易实现。国家的统治不再为寡头统治，而是交由众多的利益集团分享。它们之
间的制衡要比少数人的统治更接近于民主的理想。除了民主理论，另一个比较感兴趣的论题是大众传
媒在政治中的作用。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大众传媒就是一种舆论工具，控制它几乎就相当于控制了
社会的主流思想，因为传媒通过持续的有选择性的信息输出，潜移默化的形成人们的政治立场和态度
，不仅控制着你能知道什么，还控制着你说些什么，想些什么。毕竟，我们所了解认识的世界，就是
传媒为我们勾勒出的“信息世界”。谁也不知道真相究竟是什么，这是件也可怕也有趣的事情。媒介
是政治统治中的一种手段，用来达成统治集团想要达到的目的。媒介的作用就是驯服民众，宣扬主流
政治文化，并支持统治集团的统治，以达到社会的稳定。这与我们在新闻理论中学到的媒介的功能完
全相反。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政治对于媒介对于新闻的巨大影响和制衡，怎样在这种影响下保持新闻的
独立性尽到媒介的社会责任，或许是新闻传播者们一直想要解决而未能完全解决的重大问题。但是，
我想，一个想要长久统治的政权，必定是民主的，是能保证人民基本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它对于
新闻也会给予很大的自由空间。在这个时候，顺应政治的影响和保持新闻的独立性或许可以达成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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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政治学导论》的笔记-第1页

        建立意识形态的作用：1、保护内部团结，稳定；2、论证集体行动的合理性；3、动员团体成员
；4、约束行为，减少“搭便车”；5、规范团体成员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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