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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策主导型"的渐进式改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因素分析》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政治
发展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政策主导型"的渐进式改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因素分析》对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全景式研究，主要针对的是影响中国政治发展的经济、制度、民主、法治
、政治文化、公民社会、社会冲突、国际影响、政策、发展方式十个主要因素。通过理论阐释和对发
展实践的说明，《"政策主导型"的渐进式改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因素分析》指出经济、制
度、民主、法治、政治文化、公民社会、社会冲突、国际影响等因素在中国政治发展中都起了重要的
作用，但这八个因素都不是主导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性因素，真正主导或决定中国政治发展的应该是
政策因素，政策因素极大地影响、主导甚至制约着其他因素的发展，并形成了“政策主导型”的渐进
式改革的政治发展方式或政治发展道路。
“政策主导型”的渐进式改革作为一种新的解释框架，不仅可以对中国政治发展作出更符合实际的解
释，亦可以使中国公民更关注中国公共政策的发展，更关注公民的“政策参与”，因为政策对公民和
国家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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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卫民，男，1952年10月出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1984年研究生毕业于中
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政府理论、公共政策、历史学等领域研究。近年的主要著作有《中国选举进
展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村民委员会选举：历史发展与比较研究》（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社区居民委员会选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9年版）、《
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发展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乡镇改革：乡镇选举、体制
创新与乡镇治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解读台湾选举》（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
）、《间接选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从2001年开始参与主编《中国公共政策分析
》年度报告（每年一本，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并任《政治参与蓝皮书2011&gt;X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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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一政治发展的不同定义
（一）西方学者的定义
（二）中国学者的定义
二政治发展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西方学者注重的政治发展问题
（二）中国学者注重的政治发展问题
（三）影响政治发展因素的归纳
三中国政治发展的不同解读
（一）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或政治发展方式的解释
（二）中国政治发展战略和机制的解释
（三）围绕“中国模式”的讨论
（四）本书的研究取向
第一章 中国政治发展的经济因素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国内生产总值(GDP)显示的中国经济发展速度
（二）人均收入显示的经济状况
（三）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变化
（四）贫困人口减少的趋势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差距
（一）经济发展的速度差距
（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
三对中国经济发展原因的不同解读
（一）中国经济转型的原因
（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三）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关系
第二章 中国政治发展的制度因素
一制度影响中国政治发展的分析视角
（一）西方学者的制度研究方法
（二）政治发展与比较政府研究中的制度研究视角
（三）公共管理理论的影响
1．公共选择理论
2．新公共行政学
3．新公共管理
4．新公共服务
（四）治理与善治
（五）“威权体制转型”与“政治体制改革
1．以威权体制或“党国体制”转型解释中国的政治发展
2．以“政治体制改革”阐释中国的政治发展
二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
（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和成功经验
（二）中国古代各项制度的基本特点
（三）中国近代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
（四）中国现代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和发展阶段
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
（一）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建设
1．健全全国人大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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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地方人大常委会
3．健全乡级人大组织
4．实行严格的任期和会议制度
5．实行人大与行政、司法职务分离制度
6．各级人大组织建设的法制化与规范化
⋯⋯
第三章 中国政治发展的民主因素
第四章 中国政治发展的法治因素
第五章 中国政治发展的政治文化因素
第六章 中国政治发展的公民社会因素
第七章 中国政治发展的社会冲突因素
第八章 中国政治发展的国际因素
第九章 中国政治发展的政策因素
第十章 “政策主导型”的渐进式改革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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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9年人均GDP在19000-25000元之间（2个省份均值21918元，河北排序第12名，海南第23名），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在13000-15000元之间（2个省份均值14235元，河北排序第14名，海南第25名），农
村居民人均收入在4700-5200元之间（2个省份均值4947元，排序均在10-20名内）；河北省城镇、农村
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均在40%以下，海南省城镇、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均在40%以上（农村高
于50%）。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差异，使该区域的整体发展水平大大低于都
会区，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均GDP均值为34874元（比都会区低35798元，有51%的差距），城镇居民人均
收入均值为18942元（比都会区低6717元，有26%的差距），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均值为6802元（比都会
区低4144元，有38%的差距）。　　2009年东北地区的人均GDP在22000-36000元之间（区域均值28094
元，3个省份在全国排序第9-15名之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在12000-16000元之间（区域均值14111元
，辽宁排序第10名，吉林第22名，黑龙江第29名），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在5200-6000元之间（区域均
值5477元，排序为第9-11名）；城镇、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吉林、黑龙江较低，辽宁略高。东
北地区尽管经济发展速度不快，但经济发展水平在五大区域中居中间地位。东北地区与都会区和东部
沿海地区相比，人均GDP差距分别为60%和19%，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分别为45%和25%，农村居民
人均收入差距分别为50%和19%。　　2009年中部地区的人均GDP在16000-23000元之间（区域均
值19828元，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排序在第11-20名内，江西、安徽排序在第20-31名内），城镇居
民人均收入在13000-15100元之间（区域均值14321元，排序在第13-23名之内），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在4200-5100元之间（区域均值4762元，排序在第13-22名之内）；城镇、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山
西、河南较低，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略高。中部地区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低于东北地区（人
均GDP均值低8266元，有29%的差距；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均值低715元，有13%的差距），但城镇居民
人均收入均值略高于东北地区（高210元，只有1.5%的差距）。中部地区与都会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相比
，人均GDP差距分别为72%和43%，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分别为44%和24%，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差距
分别为56%和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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