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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政治学》

前言

谢岳教授勤奋读书，缜密思考，精心布局，字斟句酌，写出《抗议政治学》。这本书，对政治学和社
会学的学者与学生，对关心维稳的分析家，对专长发表机智言论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有独特价值。三
十多年来，中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不平衡，焦躁，失落，茫然，怨愤，逆
反，诸多形容少男少女的词汇，似乎都可以用来描绘中国社会的某些成员。一些发人深省和令人忧心
的事件从开始发生，到层出不穷；从基本平和，到愈演愈烈。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成为社会科学研究
和对策研究的重要问题。不同领域不同职业的研究者，从各自的学术或理论传统出发，依据各自拥有
的资料，跟踪时局演进，界定事件类型，分析冲突成因，预料发展趋势。与此相应，文献出现了百花
齐放的局面。仅以界定事件为例，常见的说法就有“群体性事件”“社会治安事件”“暴力抗法”“
非正常上访”“异常上访”“泄愤事件”“集体行动”“维权活动⋯‘维权抗争”“依法抗争”“以
法抗争”“以理抗争”。即使是专门从事相关研究的人，面对五花八门不断翻新的名词术语，也难免
感到头绪繁杂，如堕五里雾中。谢岳教授的新作，为我们时刻保持清醒的大局观，不纠缠于名号之争
，不被刻意含混晦涩的术语迷惑，提供了一幅清晰的理论地图和一只可靠便携的罗盘。他在导言中为
本书的定位是：“为抗议政治学发展提供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包括重要概念、命题与理论，为抗议
政治研究提供一幅最新版的‘地图’。”这是一个看似容易实则艰难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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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政治学》

内容概要

《抗议政治学》内容简介：作者多年来一直密切跟踪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动态，关注抗议政治的理论变
迁。《抗议政治学》正是作者长期潜心研究的结果。《抗议政治学》由三大方而构成，全面涉及抗议
政治的主要内容，既遵从抗议政治的传统理论，又反映国际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方法。《抗议政治学》
是国内第一部该领域的学术专著，提出了抗议政治研究的主要框架，不仅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提供准
确的学术“指南”，而且对政府部门的实际工作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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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政治学》

作者简介

谢岳，政治学博士、教授。先后任职于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2001-2003年）、上海交通
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2001～2010年）、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0年至今）。新加坡
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访问学者。主持多项国
家及省部级项目。在国内外发表多篇专业论著，其中《当代中国政治沟通》（2006年）与（（社会抗
争与民主转型》（2008年）为近期代表作。还出版多部译著。目前研究兴趣为抗议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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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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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政治学》

章节摘录

插图：影响抗议处理风格的因素不仅仅只有政党、利益集团与政府，公共舆论以及大众传媒同样能够
发挥实质性影响，因为公共舆论对政府能够施加决定性的压力，而引导舆论的媒体也随之扮演了无可
替代的作用。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逻辑关系只能在民主制度下才能得到演绎。至于在非民主国家，公
共舆论和媒体的作用至多只能偶尔地约束抗议处理过程，更多时候，由于公共舆论受到蒙蔽、大众传
媒受到政府控制，它们普遍赞成政府在抗议处理上对法律与秩序的偏好，支持政府的强硬处理风格。
公共舆论会在两种条件下对抗议处理的风格存在潜在影响：如果抗议处理风格过于强硬，公共舆论会
更加同情挑战者，公民权联盟的力量就会壮大起来；如果公众要求政府实行更加严厉的镇压措施，法
律与秩序联盟的力量就会占上风。大众传媒对抗议处理风格的影响并不通过直接批评警察的行为而实
现，而是通过影响两大联盟的发展对抗议处理产生间接影响。正如della Potlta和Reiter所言，媒体进入
抗议处理的过程，部分是作为某个联盟的“发言人”，部分是通过它们自己独立的逻辑而运转。总体
而言，媒体对社会抗议的关注，使得抗议处理朝向更加温和与容忍的方向转变。在西方社会，20世
纪70年代以来，报纸特别对警察的强硬风格持更多的批评立场。新闻记者的报道尽管不能总是改变警
察的强硬行为，但他们的工作的确影响了警察行为。由于政党在乎选票问题，因此不管是执政党还是
在野党，都注意利用公共舆论的偏好来争取选民。媒体正好迎合了公众追求公民权的主流话语，它们
在抗议报道中经常站在公民权联盟一边，警察的强硬风格总体来说是受到批评的。但研究者提醒，媒
体的这种作用不应被高估。事实上，媒体的影响并不总是积极的。警察在民主转型过程中比较在意公
众的支持，意大利的情况表明，即使是在民主制度中，多数舆论反对警察使用镇压手段，然而，警察
照样实施镇压政策。如果警察拥有来自政府无限的支持，使用镇压的情况就更加频繁，因为他们更加
在意政府为自己提供的工作机会（Reiter，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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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政治学》

编辑推荐

《抗议政治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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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政治学》

精彩短评

1、谢老师的书符合中国人的阅读和思维习惯，值得认真学习。
2、谢岳的书比较实在，相对于赵鼎新来说更加贴近中国现状。政治过程理论分析得也很到位
3、看了一部分，要看的太多，还得消化
4、这本书对于研究政治学的人来说是必要的
对于喜欢观察现实生活的人是必要的。
当然，我相信能够知道这本书的人肯定会买，因为这就是圈子的作用。
ps:是一本学术著作。
5、个人感觉赵的那本更好些
6、我觉得比赵鼎新那本写得实在~
7、可读性和深度都比赵那本差不少，不过如此庞大的文献综述怎么着系统性也华丽了⋯⋯教科书式
的挖坑指南⋯⋯
8、一本不错的教材。不过我还是更喜欢赵鼎新的那本讲义呀。
9、在读，一直觉得谢的研究颇为书斋，不接地气。
10、可uode
11、good Introductory reading with plain language
12、涉及了抗议处理，国内相同著作少见。
13、三月一号第二次看完，果然有了基础才能发现这是本好书。
14、这周通勤地铁上读完的，对这个领域提供了指南，以后不能随便黑国际关系的了
15、整体文风略显晦涩，和老赵的那本对照看⋯对抗议所带来的后果一节值得跟进
16、分门别类，可以按图索骥。就是平庸了些。
17、这本书详细介绍了抗议政治学的脉络和发展，国内此领域少有。
18、谢岳从政治过程理论出发研究社会运动/集体行动，关于正面解决那一段有独特研究，最后讲到和
民主的关系，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具有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9、参考文献全英文。
20、已经从学校图书馆借过看完一遍，觉得不错，于是就从当当上买了，保存留着日后再认真地读
21、就喜欢这样的政治学！充满新的思想和领域！具有新的分析高度！实用性很强！大陆缺乏这种非
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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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政治学》

章节试读

1、《抗议政治学》的笔记-第3页

        政治過程的理論家普遍認為，如果有利的政治條件不出現，例如政治開放、精英分裂、國家強制
能力下降等，大規模的抗議行動不可能發生。第二個要素是動員結構（mobilization structure），它關
注抗議者的動員資源，究竟憑藉的是正式組織還是非正式組織。第三個要素是關於文化的，在抗議政
治理論家看來，僅僅有政治機會和動員結構，仍然不足以使更多的人成為堅定的行動者，人們還需要
“認知的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明白爲什麽必須走上街頭，爲什麽必須向政府表達訴求。缺
什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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