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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政治思潮》

内容概要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第2版)》是对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的研究，注重西欧、北美11种主要政治思潮的发
展、演变和基本特征。内容主要是：1.自由主义政治思潮：正义的政治性，以及与自由主义的基石相
关的选择原则和社会共存原则。2.保守主义政治思潮：最弱意义国家，个人权利与扩展秩序，对民主
的自由主义解释，资本主义文化危机与社群主义。3.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思潮：民主社会主义的纲
领与方向，未来的社会主义，全球的和平与发展，欧洲一体化。4.基督教神学政治思想：新教、天主
教神学政治思想，天主教的社会政治学说以及新政治神学。5.民族主义政治思想：当代民族主义的内
涵和起源，民族性格与伦理道德，民族世界大同主义以及自由民族主义。6.绿色和平主义政治思想：
与绿色运动相关的政治生态学与生态科学，绿色社会关系，绿色政治结构，对外关系。7.女权主义政
治思想：自由女权主义，社会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心理分析女权主义。8.后行为主义政治思想
：国家概念的回归，国家主义学派，政治文化的复兴，发达社会的政治文化。9.后现代主义政治思想
：差异统治，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交往行动，程序民主的建立。10.新政治经济学政治思想：公共选
择学派、集团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11.政治社会学政治思想：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社会冲突理论，
新合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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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政治思潮》

作者简介

徐大同，天津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国著名政治学家。先后担任
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顾问，天津市社联副主席、天津市政治学会会长、法学会副会长。
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20世纪西方政治思潮》、《当代西方政治思
潮》、《现代西方政治思想》、《西方政治思想史（五卷本）》、《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研究》、
《中外政治思想史》；著有多篇专业论文。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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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    一、思潮的含义    二、国际环境和时代主题    三、西方各国的政制变动与社会弊病并存    四、当
代的文化与学术背景    五、当代政治思潮的特点第一章  自由主义政治思潮  第一节  自由主义的发展与
特征    一、盛极而衰的自由主义    二、重返复兴之路    三、当代自由主义的基本特征  第二节  正义的政
治性    一、道德正义和政治正义    二、政治正义观念：政治自由主义的基础    三、政治自由主义    四、
政治正义的国际化  第三节  自由主义的基石    一、寻找基石    二、有关选择的三个原则    三、有关社会
共存的三个原则第二章  保守主义政治思潮  第一节  保守主义的崛起及发展概况    一、保守主义的崛起 
  二、保守主义崛起的主要原因    三、保守主义思潮发展的一般概况  第二节  最弱意义的国家、个人权
利与扩展秩序    一、诺齐克的最弱意义的国家    二、哈耶克论自发的扩展秩序  第三节  回到自由主义
民主    一、民主的危机    二、对民主的自由主义解释  第四节  资本主义文化危机与社群主义的传统道
德    一、贝尔论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二、对传统美德的追寻第三章  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思潮  第
一节  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状况    一、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特征    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与策略的
转变  第二节  反思与振兴    一、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与方向    二、未来的社会主义  第三节  和平发展与
欧洲一体化    一、全球的和平与发展    二、欧洲的统一第四章  基督教神学政治思想  第一节  基督教神
学及政治思想特点    一、社会变革与基督教政治思想的演进    二、基督教政治思想的特征  第二节  新
教神学政治思想    一、莫尔特曼的希望神学    二、戈尔维策尔的革命神学    三、女权主义神学  第三节  
天主教神学政治思想    一、“梵二”会议及天主教的改革    二、“梵二”会议后天主教的社会政治学
说    三、默茨的“新政治神学”第五章  民族主义政治思想  第一节  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一、
民族主义的由来    二、民族主义思想的历史发展  第二节  当代民族主义的内涵    一、民族主义的根源    
二、民族性格与伦理道德    三、民族世界大同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  第三节  自由民族主义    一、价值
多元论与两种自由观    二、归属感与民族主义    三、两种民族主义第六章  绿色和平主义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  绿色运动与绿色和平主义    一、绿色运动的兴起和演变    二、绿色和平主义的基本特征    三、
绿色和平主义的理论来源与流派  第二节  政治生态与经济发展    一、政治生态学与生态科学    二、经
济发展  第三节  社会与政治    一、绿色社会关系    二、绿色政治结构  第四节  对外关系第七章  女权主
义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  女权运动与女权主义    一、女权运动的历程    二、女权主义的基本特征  第二节  
自由女权主义    一、人性与平等    二、国家职能    三、性别正义  第三节  社会女权主义    一、阶级斗争
与性别斗争    二、双重体系    三、一统体系  第四节  激进女权主义    一、男权制    二、政治、经济制度 
  三、养育和性关系    四、文化  第五节  心理分析女权主义    一、社会决定论    二、女性伦理    三、双
亲抚养    四、“俄狄浦斯情结”的女权主义解释第八章  后行为主义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  实证研究的主
流地位    一、按原有途径继续进展的实证研究    二、美国政治科学界的新动态及有关辩驳    三、政治
科学发展的跨国比较研究  第二节  国家概念的回归    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概念的讨论    二、国
家主义学派    三、对国家主义的批评  第三节  政治文化的复兴    一、重返政治文化的背景和状况    二、
发达社会政治文化的跟踪研究第九章  后现代主义政治思想  第一节  后现代主义政治思想的产生与特征
   一、矛盾重重的时代    二、后现代主义政治思想的基本内涵    三、后现代主义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  
第二节  “差异”统治论    一、废弃“元叙事”    二、批判“共识”论    三、实现差异的统治  第三节  
反抗权力的统治    一、无所不在的权力    二、权力对人的全面监控    三、反抗权力  第四节  交往政治    
一、晚期资本主义的普遍国家与技术的统治    二、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    三、交往行动与程序
民主的建立第十章  新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  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概述    一、从古典政治经
济学到新政治经济学    二、新政治经济学政治观的主要特征  第二节  公共选择学派    一、三个基本出
发点    二、政府行为分析    三、民主的经济后果  第三节  集团理论的更新    一、集团行动的逻辑    二、
集团行为的分利化倾向    三、国家兴衰的集团原因  第四节  新制度经济学    一、制度的含义及其功能    
二、制度变迁理论    三、制度的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第十一章  政治社会学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  当
代政治社会学概述    一、当代政治社会学产生的社会与思想基础    二、当代政治社会学产生的学术思
想基础    三、当代政治社会学的主题和政治思想特征  第二节  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    一、稳定民主的
必要条件    二、民主与政治文化    三、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  第三节  社会冲突的理论    一、当代社会
冲突理论研究概况    二、李普塞特的一致与冲突平衡的理论    三、达伦多夫的阶级冲突与契约思想    
四、贝尔的文化冲突理论  第四节  新合作主义政治思想    一、新合作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二、新合作
主义的概念与基本主张附录  中外人名对照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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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政治思潮》

章节摘录

版权页：诺齐克把个人权利看得至高无上，对罗尔斯的差别原则进行了深入的批驳。他认为，差别原
则必然导致国家功能的扩大、对人们生活的干涉和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侵犯。诺齐克把权利看做道德的
根本标准，认为个人权利是不可侵犯的，对个人权利的任何侵犯都是不正义的，即使是国家也不能以
美好的社会理想的名义去干涉个人的生活。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保守主义思想风行西方各
国，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诺齐克等人的理论引人注目，官方政策也深受保守主义理论的影响
。自由主义者队伍在保守主义思想的冲击下发生急剧分化，不少自由主义者转向保守主义立场，甚至
加入保守主义阵营。一些自由主义者慨叹：“在英国，官方的和被声称的自由主义已令人担忧地倾向
于对市场理论作出积极响应，而同时又仿佛显得凯恩斯能够被极大地予以遗忘，以及格林与霍布豪斯
与霍布森根本没存在过。”①他们承认：“自由主义的价值，被那些富人世界的媒体所宣扬的骗人颂
词所败坏，在今天，这些价值却使得富人世界感到厌倦，使穷人世界感到厌恶”②，“20世纪自由主
义的遗俗搁浅在保守主义的海岸上”，③“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制度看起来正处于退却阶段，这在非
西方的世界表现得最为清楚，而在西方本身也是如此”。④有人甚至说：“从全球的意义上来讲，自
由主义的当前和未来前景看起来都不容乐观”⑤。自由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衰败，使得人们对自由
主义的未来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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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第2版)》：经典教材教参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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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政治思潮》

精彩短评

1、建议股买，是本你哈哈数额
2、纸张还可以，不是特别清晰。呵呵。
3、很小的一本书，定价40块，纸张还极烂，比盗版书还次。不提印刷，内容更让人受不了，全是站在
现今利益集团的角度上抨击这个，贬低那个，一点客观公正的态度都没有，看得我像吃了苍蝇般难受
。好吧，我脑筋错乱，明知道这是本教材，教材都是这样的，我竟然还买！
4、喜欢，非常不错啊，顶顶！
5、要和徐老师主编的20世纪西方政治思想史一起看就更好了
6、超级不好看，没看完，就当是扫扫盲，看个大纲其实就ok了
7、考研中帮了很大的忙。深入浅出。
8、纸张和印刷真差。天津人民出版社去shi。
9、晕晕的
10、不错的书，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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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政治思潮》

章节试读

1、《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的笔记-第198页

        第一节 绿色运动与绿色和平主义

1.绿色运动的兴起和演变

在20世纪60年代，绿色运动形成了两个主要支流：环境保护运动和核裁军运动。不久后，汇集成一股
洪流——绿色运动。

绿色象征光明，即全球生态平衡。反面是褐色brown，象征枯燥单调和衰亡，即生态环境恶化。

环保运动主要关注自然生态，相信工业资本主义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绿色政治主要关注社会和政治
生态，即自然生态的社会和政治根源，且相信必须推翻工业资本主义才可以解决问题。

绿色运动的终极目标是绿化世界。

2. 绿色和平主义的基本特征

绿色政治突破了xxxxx传统政治思潮以国家、制度为中心的思维定式，转为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研究对
象，因而产生了一系列新特征：
第一，绿色政治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无论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还是其他政治派别
，只要认同绿色政治的基本主张，都是绿色运动的成员。
第二，绿色政治冲上一种新基金主义，“新乌托邦主义”。绿色政治否定工业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及
其制度，追求建立一个自然和社会生态平衡的美好“绿色社会”，其现实性受到西方社会的广泛怀疑
和攻击，不可避免的戴上了乌托邦主义的政治帽子（贬义）。
第三，绿色政治在思想方法上赞同整体论（holism)，反对西方近代科学分析，即归纳方法（将食物蹭
蹭分解为组成部分，以最小单位的性质和特点推断描述整体，把整体当做局部的叠加）。工业资本主
义社会的个人本位以及扩张性、压迫性、博血腥等弊端，都与这种错误的思想方法密切相关。绿色政
治强调宇宙的整体性（宇宙的本来面目），以及局部之间、局部和整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依存性
）。
第四，哲学立场方面，绿色分子支持后无纸轮，批判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无止境的物质追求和物质享乐
倾向。

3. 绿色和平主义的理论来源与流派
在哲学上，受卢梭、你才等人的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美学思想影响，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成果及其发展
方向持怀疑或者批评的态度。
在方法吕尚，绿色政治吸收了现代西方系统论内容。就当代西方科学的发展趋势而言，从19世纪”的
分化“重新走向”综合“。系统论注重整体，注重结果而不是难于把握的复杂过程。绿色政治的生态
系统、生物链思想，就有浓厚的系统率色彩。
附加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
绿色政治的派别划分为激进派和温和派。绿色政治的理论家大体属于理想主义的激进派，其主张成为
”深绿政治“（dark Green) or (Green Politics)；绿党处于政治需要，大体属于现实主义的温和派，其主
张成为”浅绿政治）(light Green) or (green politics)。一般来说，激进派代表为终极理想，温和派则根据
现实条件将理想广泛传播并付诸实践。二者之间彼此需要，激进派是绿色运动的精神源泉，温和派则
是绿色运动的传播媒介和外部形象。两派的分期都兼有建设和破坏的两面性。

第二节 政治生态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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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治生态学与生态科学
政治生态学就是绿色价值观，是绿色政治的理论基础，尤其是哲学基础，阐述一种绿色的宇宙观，包
括两个层面：一是人类在宇宙中处于什么位置，以及如何处理人与宇宙之间的关系；二是在宏观的天
人关系之中，如何处理人类的内部关系，如何确定人类自身的行为准则。
生态科学是政治生态学最重要、最直接的来源和一句，两者特征十分相似。共同的中心概念是生态系
统。
绿色分子打破传统西方政治思潮以国家、制度、权力为思维对象的常规，转而以任何自然的关系为思
维对象。
绿色政治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首次提出，尊重其他物种的生存权利应该成为人类的道德标准（生物中
心论）。
绿色政治强烈要求建立一种符合政治生态要求的、“可以维持的社会”。绿色的生态社会，具有分散
化、多样化、回归自然等一系列新特点。

2. 经济发展

绿色经济的目标在于全面改造掠夺性、博血腥的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根本改变人类的经济行为，
实现消耗—保存（C-C, Consumption-Conservation)战略转变。
（1）强烈批判工业资本主义的流星模式，即单纯追求GDP和物质收入的模式。提出新的经济过程：
小号——生产——消费——废料。提出新经济指标——矫正的过敏产值，ANP, 即扣除社会和环境成
本之后的国内生产总值。
（2）经济活动的规模，以小为美，提倡贴近自然的、分散化的、以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为基本宗旨
的地方经济。
（3）承认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上，现代科技发挥了造福于人类的巨大功能。主张以副作用较小的”软
技术“/”合适的技术“，取代破坏生态的”硬技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持生态平衡。最鲜明的体
现在能源问题上，废除核能，限制开采化石燃料。
（4）绿色经济要求停止无止境的物质追求，改变高消费、高耗电的生活方式。坚决反对早已流行并
且正在蔓延的消费之上的生活方式，大力提倡简朴节约，注重精神生活和人际关系，追求生活的意义
和智联个，以及享受更多的闲暇。绿色分子坚定地认为，西方工业资本主义貌似自由民主，实际上完
全由企业家和技术专家决断一切。绿色分子大力鼓吹经济决策的分散化和民主化，让环境再难的主要
承受者社团、工人和消费者能够参与经济决策。（与社会民主主义相同）

第三节 社会与政治
1. 绿色社会关系
绿色社会政治思想更直接的为经纪服务。根据绿色政治的终极目标看来，其社会政治思想还不成熟（
无法掩盖的弱点）。
在社会领域，绿色政治的多样性和激进平等思想体现为反对工业资本主义对人类的破坏作用，尤其是
两极分化和暴力侵犯。
绿色分子强调社会公正，主张保护所有遭受排斥的弱者。
处于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回归自然的信念，绿色政治势必接近女权主义、社会主义恩高否定
西方现实的社会运动。
绿色分子重视职业道德。科学家富有巨大的社会责任，造福于人类。

2. 绿色政治结构
在政治领域，绿色分子倾向于以小为美——因为他们认定政治权利越大，对自然和社会生态的破坏越
严重。因此，他们反对中央集权国家机器官僚机器的政治控制，把”贴近自然“的分权化当做绿色运
动的指导思想，以保障社会绿色关系，利于推广绿色经济。
基层民主能够充分反映民众的生态利益，有利于发挥公民的参政热情，并且提高政治决策的质量。
绿党实行一种自下而上的原则，将权力交给基层组织，时期成为独立和自制的单位，由它们做出对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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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运动具有约束力的各项巨鼎。
绿色基层民主集中体现为一种特殊的定期轮换制，以充分发扬民主精神。
绿色运动主张基本政治单位的规模尽可能小，以自力更生为原则建立许多分权化的地方社区或者地方
社团。（社区联邦制）
这种分权化的绿色政治理想（包括基层民主和生物区在内），其矛头不仅指向近现代的民族国家，二
期与传统国家本身直接冲突。（被非正式的称之为社区无政府主义）
政治生态学认为，绿化的世界必然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地方社区之间、地方社区与人类整体之间虽
然存在竞争和矛盾，归根结底还是有更大的共同利益，地方和全球的生态要求基本一致——立足地方
，放眼全球。

第四节 对外关系

关于现存国际关系体系的评价，绿色运动态度鲜明的谴责工业资本主义恃强凌弱、以富压贫的”生态
殖民主义“行为模式。西方人必须反省自己的行为，与发展中国家平等相处，发展全面的伙伴关系。
绿色分子坚决反对西方国家的文化一元化概念，以及大肆对外扩张、力求一统天下的文化帝国主义和
文化殖民主义行为，视之为工业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绿色分子出于生物多样性的价值观念，坚信最强的生态系统是最具多样性的生态系统，从而延伸至文
化、语言，etc。
绿色运动反对战争，追求和平。受甘地、路德金dent亟待基督教和平主义者的影响，提倡一种非暴力
抵抗的行动方式，即”社会防御“而不是惯常的”国家防御“。从历史的变化趋势来看，这种行动方
式正在从一项原则逐步转化为一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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