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干部国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干部国家》

13位ISBN编号：9787309087895

10位ISBN编号：7309087895

出版时间：2012-7-1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海峰

页数：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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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国家》

内容概要

在当代中国，干部分布于中国的党、政、军、社、群等每一个结构之中，存在和运作于国家与社会的
几乎每一个领域。
这种现象的出现源于中国近百年迈向现代化的历史及其发展——中国党、军、政各方的基本格局和党
建国家、党治国家的权力运作模式形成于中国革命和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之中。其中，实践和逻
辑发展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干部，干部支撑起厂革命政党、军队和政权，其执掌和运行着国家
的政权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是一个“干部国家”，干部在中国政党国家形态中作用巨大
。
当代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由此决定了作为支撑和维系中国党建国家权力结构及其运行的干部国家必
须实现民主化和制度化。但是，政党的干部与国家的制度化隐含着内在的张力，这种张力的存在使得
国家形成相对独立的制度化的公共权力需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讲，走出于部国家是民主
化的需要；从现代国家成长的规律讲，走出干部国家又是—个制度化的过程。
所以，对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而言，走进干部国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出干部国家则是现实及其
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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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黄梅县人，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现为中共湖南
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副教授、副主任。主要从事政治学和党建的教学科研工作，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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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3



《干部国家》

书籍目录

目录

导论 中国国家建设中的干部国家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对象
一、研究缘起
二、研究对象

第二节 核心概念与相关分析理论
一、“干部国家”概念的提出
二、政党国家：中国国家建设的历史逻辑和国家形态
三、干部国家：政党国家内在权力运行结构和运行机制
四、分析干部国家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工具

第三节 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
一、国内对干部政策、干部制度的研究
二、国内对干部队伍的研究
三、国外的相关研究
四、简要评述
五、研究视角和主要方法

第一章 革命政党的一体化：干部国家运行基础的生成

第一节 干部的形成：历史、革命和政党运作的产物
一、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立志革命：干部形成的历史逻辑
二、追随和服从：干部形成的革命元素
三、列宁式政党权力的运作：干部形成的现实要求

第二节 意识形态的担当者：从苏式共产主义到毛泽东思想
一、意识形态、担当者与革命政党的内在诉求
二、苏式共产主义与建党初期、苏维埃时期的干部工农化
三、干部的培养：担当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内化
四、毛泽东思想的确立与意识形态的统一：延安整风

第三节 组织结构的行动者：革命干部与干部的行动空间
一、组织结构、行动者与大众动员型政党
二、制度空间：干部录用的政策供给与干部管理的机制供给
三、物理空间：行动的干部与组织机构的设置
四、动员场域与走进社会的“群众领袖”

小结

第二章 政党军队模式的兴起：干部国家强制保障的铸造

第一节 干部领军：政党建军与军队政党化
一、中共中央领导：领军的最高原则
二、党委制：领军的根本实现方式

Page 4



《干部国家》

三、政治机关与支部建在连上：领军的基本组织保障

第二节 干部练军：革命武装集团的运转与政党军事化
一、政治训练：“政治工作是生命线”
二、军事训练：“一切行动听指挥”
三、意识训练：干部与红色文艺的塑造

第三节 政党军队模式：干部的生产与强制的铸造
一、干部的培养：延安时期军事院校的大发展
二、工具理性下的军队：“把军队变为工作队”
三、铸造强制：军事的发展与资源的聚累集中

小结

第三章 建构政权体系：干部的强势嵌入与干部国家的形成

第一节 干部嵌入：建构政权的前提
一、演练政权：作为政权雏形的华北人民政府
二、干部的强势嵌入：城市接管中的军管会
三、干部的来源：调配和训练干部

第二节 形成网络：架构政权
一、架构中央政权机构
二、干部的待遇
三、地方各级政权的建立与干部网络的形成

第三节 网络覆盖：资源、秩序的获取与巩固政权
一、管理城市：经济恢复与社会稳定
二、深入乡村：土改与“书记动手，全党办社”

第四节 干部国家的形成：党建国家的逻辑与政党国家的空间
一、党建国家：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逻辑
二、政党国家：干部国家的生成历史和生存空间

小结

第四章 国家发展的中轴机制：干部国家的运行（一）

第一节 中轴机制：干部国家与国家发展
一、从革命者到管理者：干部的“正规化”和“身份化”
二、中轴机制：干部与党治国家的内在机理

第二节 干部：政党国家的支撑结构与权力运作主体
一、支撑结构：干部作用的层次
二、运作主体：干部作用的内涵

第三节 国家发展：基于政治过程的干部角色分析
一、决策和执行：干部在政治过程中的角色
二、干部整顿：整党整风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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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第五章 价值、组织、制度的中国逻辑：干部国家的运行（二）

第一节 红专干部：干部国家的价值取向
一、“又红又专”：干部录用的首要标准
二、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干部塑造

第二节 党管干部：干部国家的组织原则
一、方式的演变：从集中统一管理到分级分类管理
二、“管”的实质：控制权力运作主体
三、“管”的强化：公务员制度的政治准则

第三节 国家干部：干部国家的制度逻辑
一、国家干部与人民民主专政
二、国家干部的具化：造就接班人与领导班子的特殊形式
三、干部四化及其意义

小结

第六章 干部国家的限度：现代国家建设中干部的弱点

第一节 运行机制的困境
一、中国的官僚主义：干部与理性官僚的距离
二、容易集权的倾向：干部与公共权力的制度化

第二节 运行结构的缺陷
一、一元化的网络与现代国家结构分化的适应性
二、干部网络中的“定制”与法治建设的适应性

第三节 运行溢出的问题
一、国家认同的位移：象征化的干部
二、腐败的难题：管理干部权力的非平衡性

小结

结论 走出干部国家：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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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Good BookGood Book
2、第三章最有意思。走出干部国家，很需要这样的反思。
3、3星半。对干部制度的形成和运作历史资料丰富。最后一章分析了干部国家的缺陷。论述上高中政
治课本式的内容不少，可跳过。
4、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诀，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
《工作方法六十条》（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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