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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民主之路》

内容概要

《通往民主之路:民主转型的政治经济学》讲述了，20世纪后期，人们比以往更能自由地主宰个人的命
运，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共产主义已经衰退，专制体制也在垂死挣扎。虽有偶发极端事件，但世界
仍处于和平状态。这种自由民主式的和平不是基于权力制衡，而更多的是基于在自由国家的相互依赖
体系和多样化的国际组织支撑下所形成的市场与权利的双重驱动。
《通往民主之路:民主转型的政治经济学》考察了不同国家——包括拉丁美洲、亚洲、东欧、非洲国家
——所采取的不同民主转型路径，以及稳定新的民主体制所需要的政治和经济方案。通过分析军管体
制、专制体制的寡头政治集团，揭示了统治集团内的分歧怎样推动了民主转型，统治集团外的群体和
利益集团怎样发出挑战，以及为什么结果往往是经济表现不佳。本书还就美国外交政策对民主化的推
动和投入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
在众多有关“向民主转型”的文集中，本书不仅是最新的、最权威的，也是最好的。本书对专制体制
向民主体制转型中的成功、踌躇，以及超乎想象的一面进行了比较研究，睿智、坦诚。令人耳目一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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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民主之路》

作者简介

[美]詹姆斯·F.霍利菲尔德，国际政治经济学阿诺德教授，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大学国际研究所所长。
[美]加尔文·吉尔森，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兼任约翰·古德温·托尔政治学研究中
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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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民主之路》

编辑推荐

　　《通往民主之路：民主转型的政治经济学》通过广泛探讨当代世界的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为读
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讨论题目：文化、经济发展，以及国际政治如何影响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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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民主之路》

精彩短评

1、通往民主之路几乎不太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和现在都是生动的证明。
2、这是一部高水平的论文集，从拉丁美洲、东亚地区、苏东地区和非洲地区为例，对涉及到民主化
的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事实上，民主化理论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可惜这些理论尚未受到中
国学者的重视。
3、政治学专业书，业内人士会喜欢的
4、作者对拉美、东欧、亚洲、非洲的民主转型进行了跟踪考察，内容、结论对处于政治民主转型期
的当代中国具有较强的参考借鉴意义。
5、民主是非常沉重的一个词语。要实现民主，制度、民智、氛围都是密不可分的。并不是说，只要
制度上民主了，我们就真的可以进入民主社会。路漫漫其修远兮。只能是在各个国家的道路上探索，
再加上慢慢熏陶。
6、发现最近买的书都是学者的论文合集，也不错，毕竟论文的观点更加凝练和明确。民主转型需要
政治，也需要经济。将二者结合起来，难度不小，但是产生的能量又不容小觑。民主转型的政治经济
学，诸多学者的合力之作，还是值得阅读和购买的。
7、编者比较偏共和主义，但完全和经济学没关系。关于南美和非洲的论文不错。半数文章平庸（其
中亚洲部分最后两篇极低劣，凑统计数据+散乱）。
8、书很专业，收获不小。
9、上世纪的书，即使现在读来还受益匪浅。不过很多地方翻译实在受不了。
10、这本书让我对民主有了初步的正确认识，我们太需要民主了。这是自由的必需前提。
11、本书最有价值的是第一部分绪论和白鲁恂所撰写的第一章《民主及其敌人》。白鲁恂不愧是大家
，因此能够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地将如此复杂的问题梳理得那样的清晰。相对而言，书的其他部分则要
逊色不少。此外，书中有效翻译不够准确，并未遵循学术界已经约定俗成的译法。
12、观点权威，考察全面但不够细致，材料并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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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民主之路》

精彩书评

1、民主、自由与平等，这是当代主流价值观，但事实上，这三者之间是存有矛盾的，特别是民主与
自由之间的矛盾，甚至可能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所以美国宪法明确表明：走共和的道路，而非民
主的道路。民主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作为价值观的民主，一是作为统治工具的民主。前者学理上的成
功，并不能改变后者在实践中所遭遇的困境。即使是作为价值观的民主，也存在理论漏洞，即它建立
在人类可以理性设计未来的假设上，但这很可能并不符合事实。本书通过南美洲、东亚、俄罗斯、东
欧、非洲等区域的民主转型实践，进行了深入的案例分析。其中有的很成功，有的却付出了惨重的代
价，值得警惕的是，混乱、分裂、经济低迷、动荡很可能是转型必须面临的情况，一个社会如果对此
做好了准备，那么它可能会挺过去，如果没有做好准备，那么就可能步入恶性循环。统计表明，这个
过程与经济是否发达并不直接相关，与教育、文化的积累、共识基础等，关系更密切。换言之，面对
转型，一个经济大国并无优势，而一个文化大国可能要好很多。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改变独断论的思
维，因为任何价值说起来是一回事，实践则是另一回事，转型所面临的真问题是路径选择，而不是谁
对谁错、谁道德谁无耻的争吵，这就要从演绎逻辑转向实证分析。毕竟，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当下
被逻辑证明的东西，在实践中很可能被推翻，所谓科学精神，绝不是自圆其说、言之成理，而是要踏
踏实实地回到调查、分析、数据研究、实验的层面上去。值得一提的是，“制度决定论”就是一个常
见的误会，制度非常重要，这毫无疑义，但是不是“决定”，是不是一试就灵，这就要足够的审慎，
警惕学理讨论带来的浮躁与戾气，从循环论证、自我肯定的怪圈中跳出来。可遗憾的是，究竟有多少
人肯像本书的作者们那样，从一个个案例入手去研究呢？这样扎实的著作，很难像口号式写作那样有
鼓动力，可总被激情所引领的人们，真的能实现梦想吗？民主不是一个筐，不是灵丹妙药，它是实践
的产物，是一条艰难之路。懂得这些，是现代人应有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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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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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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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