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社会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政治社会学》

13位ISBN编号：9787040312775

10位ISBN编号：7040312778

出版时间：2011-7

出版社：孔德元、孟军、韩升、 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07出版)

页数：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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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社会学》

内容概要

《政治社会学》的特点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和解析政治现象。通
过对政治社会学学科性质及研究对象与方法的深入探讨，《政治社会学》围绕“政治权力”、“政治
文化”、“政治社会化”、“公众舆论和意识形态”、“政治沟通”、“政治参与”、“政治决策”
、“公民、公民意识与政治权利”、“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政治发展”等专题进行了较为系统
、全面的阐述，较好地处理了政治社会学作为一门交叉、边缘学科在研究对象与学科性质等方面必然
会遇到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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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学》

书籍目录

导 论 第一节 政治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 一、政治社会学的学科性质 二、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对
象 第二节 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内容 一、国外政治社会学者关于研究内容的观点 二、中国台湾政治社会
学者关于研究内容的观点 三、国内政治社会学者关于研究内容的观点 第三节 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一、政治社会学者关于研究方法的观点 二、政治社会学的基本方法 三、政治社会学的研究途径 四、
政治社会学的具体分析技术 第一章 政治权力 第一节 权力概念评述 一、权力的含义 二、权力的特性和
权力需要 三、权力的分类 第二节 政治权力分析 一、政治权力的含义和特征 二、政治权力分配 三、权
力、权威与合法性 第三节 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 一、腐败的含义 二、腐败的表现和危害 三、反腐败的
关键是权力制约 第二章 政治文化 第一节 政治文化概说 一、概念的提出及含义 二、政治文化的特征 
三、政治文化的要素 第二节 政治文化类型分析 一、民主的政治文化与权威的政治文化 二、地区的、
依附的、参与的政治文化 三、体系的、过程的、政策的政治文化 四、精英的和大众的政治文化 第三
节 政治文化的功能与变迁 一、政治文化的功能 二、政治文化的变迁 第四节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及其转
型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转型 第三章 政治心理与政治行为 第一节 政
治心理 一、政治心理及其特性 二、政治心理的表现形式 三、政治心理的作用 四、个体政治心理与群
体政治心理 五、传统政治心理与现代政治心理 六、政治心理的调控 第二节 政治行为 一、政治行为及
其特征 二、政治行为的分类 三、政治行为的影响因素 四、政治行为的基本形式 五、政治行为的现代
化 六、政治行为主义 第四章 政治社会化 第一节 政治社会化的含义和特征 一、政治社会化的含义 二
、政治社会化的特征 第二节 政治社会化的媒介和方式 一、政治社会化的媒介 二、政治社会化的方式 
第三节 政治社会化的功能 一、政治信息的传播功能 二、政治教育功能 三、政治文化的转移功能 四、
维持政治统治的功能 第五章 公众舆论和意识形态 第一节 公众舆论 一、公众舆论概述 二、公众舆论的
类型划分 三、公众舆论的调查 第二节 意识形态 一、意识形态概念分析 二、意识形态的特点 三、意识
形态功能分析 四、当代西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第六章 政治沟通 第一节 沟通与政治沟通 一、沟通的含
义和特征 二、政治沟通概述 三、政治沟通中的两步流程理论 第二节 政治沟通的作用与大众传播媒介 
一、政治沟通的作用 二、政治沟通与大众传播媒介 三、影响政治沟通的若干因素 第七章 政治参与 第
一节 政治参与概述 一、政治参与的含义 二、政治参与的类型 三、政治参与的形式 四、政治参与的衡
量 第二节 影响政治参与的相关因素 一、影响政治参与的社会因素 二、影响政治参与的个人因素 第三
节 政治参与的意义 一、政治参与与政治民主 二、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 三、政治参与与政治文化 第八
章 政治决策 第一节 决策与政治决策 一、决策概述 二、政治决策的含义和特征 三、政治决策的结构和
意义 第二节 政治决策的形成 一、政治决策的依据和原则 二、政治决策的模式、程序与技术 三、现代
政治决策体制 四、我国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第三节 政治决策的执行 一、政治决策执行的条件 
二、政治决策执行的部署 三、政治决策执行的监控 第四节 公共危机决策 一、公共危机决策概述 二、
公共危机决策的主体分析 三、公共危机决策的障碍分析 四、公共危机决策的顺利实现 第九章 公民、
公民意识与政治权利 第一节 公民 一、公民概念解析 二、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三、现代公民的特征 四、
现代公民应具备的素质 第二节 公民意识 一、公民意识的含义 二、公民意识的内容 三、培养公民意识
的重要性 四、培育公民意识的途径 第三节 政治权利 一、政治权利的含义 二、政治权利的特性 三、政
治权利的内容 四、政治权利的意义 五、充分实现和维护公民的政治权利 第十章 阶级、政党与利益集
团 第一节 阶级 一、阶级理论 二、社会分层理论 三、阶级、阶层与政治 第二节 政党 一、政党理论概
述 二、政党的作用和功能 三、政党制度 第三节 利益集团 一、利益集团的含义 二、利益集团的分类 
三、利益集团的运动形态 四、制约利益集团影响力的相关因素 第十一章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 第一节 
市民社会理论概述 一、市民社会概念的由来 二、市民社会的形成 第二节 市民社会的特征和类型 一、
市民社会的特征 二、市民社会组织的分类 第三节 市民社会与民主政治 一、市民社会的民主建设功能 
二、影响市民社会民主功能发挥的变量 三、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与政治变革 第十二章 政治发展 第一
节 政治发展概述 一、政治发展研究的兴起 二、政治发展的含义 三、政治发展的特点 第二节 政治发展
的动力和一般趋势 一、政治发展的动力 二、政治发展的一般趋势 第三节 政治发展的类型 一、早发现
代化国家的政治发展 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 第四节 政治发展的目标 一、政治发展与政治民主 二
、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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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学》

章节摘录

版权页：   由于权力所具有的价值，使得个人、团体或社会都需要借助它的力量来实现他们的利益或
需要。但是，对这三种不同的主体，权力具有不同的意义。 对个人来说，权力首先能给人们带来物质
利益上的某种程度的满足。威森曾评论道：“政治地位通常可以转换为物质目标。在大多数国家，身
居高位的人往往具有聚敛财富的便利条件。甚至在一些最规范的和民主的国家，人们也可以由高级政
治人物变成公司领导或从事利益丰厚的法律和咨询活动。”除了物质利益以外，权力还能给人们带来
精神和心理方面的满足。对此，威森也曾有过一段相当精彩的评论：“权力的味道几乎总是美妙的，
甚至那些无意问政的人在掌握权力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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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凸显了人的本性。那些为了共同体的利益而进入领导岗位的人经常由于对权力的欣赏而流连忘返
。权力是一剂春药，部属们使尽浑身解数让掌权者产生一种伟大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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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豢养大批的仆人与其说是出于
服务的需要，倒不如说是显示主人的气派。” 对一个群体或组织而言，权力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拥有了权力，就能更有效地保护、促进和扩大群体的利益。问题还不仅仅如此，
“如果自我追求仅限于物质利益的话，政治竞争可以得到公正的管理，各政党或许能够就蛋糕的切法
达成协议。政治的紧张激烈在于它涉及更多的事务，如谁当老板，谁制订规则，谁被尊为首领，谁的
理想和原则能够得到推行。所以，只找到一种切蛋糕的方法是不够的。”换言之，对社会生活中的各
个群体或组织来说，权力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它所带来的物质利益，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决定物质利益
如何分配。于是，我们看到，各种团体和组织，无论大小，都在努力为争夺或保持优势地位而斗争，
甚至一个团体内部的各个部门之间，也都在争夺优势。比之于个人，团体更把这种优势神圣化为一种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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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学》

编辑推荐

《政治社会学》在广泛吸收和借鉴国内外政治社会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政治与社会的一般关
系入手，围绕若干专题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阐述，揭示了政治运行过程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
较好地处理了政治社会学作为一门交叉、边缘学科在研究对象与学科性质等方面必然会遇到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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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学》

精彩短评

1、政治学与社会学领域的交互！政治学发展的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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