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进党社会基础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民进党社会基础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801950147

10位ISBN编号：7801950143

出版时间：2004-1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作者：鞠海涛

页数：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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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党社会基础研究》

内容概要

《民进党社会基础研究》从理论分析方法上用政治学、政党学、政治社会学以及相关学科的有关理论
或前沿理论，诸如社会分层与政治分层理论、结构功能理论、利益集团理论、执政绩效与政党合法性
关系理论等，来分析民进党社会基础及影响它的相关变量；从历史分析理论上得出今天台湾的政治局
面不仅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政治民主化的结果，更是近现代来至今诸多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积
淀的结果。作者在文中把民进党社会基础放在长时程、大环境的历史背景下分析，通过对相关历史材
料的收集和整理，概括和分析历史材料背后的规律、价值、本质，从而为认清现实和预测未来提供历
史鉴戒；从逻辑分析方法上提出政党和社会基础不是静态的，它实际上处于不断变化的动态之中。因
为政党的立场与性质可以随着形势与任务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民进党社会基础亦如此。所以，《民进
党社会基础研究》找出影响民进党社会基础变化的相关变量，分析它们与民进党社会基础的内在关系
；本文对民进党社会基础及相关变量，做出定性分析，明确界定其性质，并得出准确结论。有的需做
定量分析，用相关的资料、数据来分析民进党社会基础及相关变量的层次、范围、变化幅度。 
　　作者在《民进党社会基础研究》中提出的核心概念是“政党社会基础”，即一个政党在一个国家
或地区拥有的较为稳定的支持力量。它外在的量化表现是政党的选民基础，但它与政党选民基础又有
很大的不同，它依据不同的分群标准对政党的支持力量进行结构性分析。这些分析向度是社会经济阶
级，这是一种社会结构式分群，在现代发达社会里，“阶级投票”倾向明显下降，非结构式的分群现
象明显增加，比如对政党形象的认同。由于台湾社会存在着严重的统独一族认同分歧，所以考察台湾
政党的社会基础时，不仅要依据上述结构式标准，更要注意这种心理认知的分群标准。 
　　针对台湾地区政治复杂多变，民进党的成长受到岛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为准确把握民进党社会
基础变动的历史脉络和确切数量，《民进党社会基础研究》明确提出以下观点：第一，民进党是如何
产生的？它产生时的社会基础有多大？本文通过分析民进党的阶级基础背景及主要社会矛盾予以解答
；第二，从传统的经济－阶级向度分析民进党的阶级基础有哪些？这些阶级基础是如何变动的？为何
变动？本文的主要观点是，尽管阶级矛盾不是台湾社会的最主要矛盾，但仍然是理解台湾政党社会基
础的一个重要角度。接受和获得执政是影响民进党阶级基础变动的重要原因；第三，由于台湾社会具
有严重的统独、族群等认同分歧，所以，必须从非经济的族群－统独认同向度，分析民进党社会基础
中有多少比例是从这一向度出发以认同和支持民进党的？《民进党社会基础研究》认为，统独－族群
认同型社会基础占民进党社会基础的半数之多；第四，民进党的社会基础为何会不断增长？民进党主
要依靠两大意识形态的理念吸引力、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和大打形象－政治－能力牌等途径，不断赢得
民众的支持；第五，为什么说当前民进党拓展社会基础时遇到困难？《民进党社会基础研究》的主要
观点是，民进党执政后的前两年社会基础执政绩效不彰等原因，自2002年下半年民进党拓展社会基础
进入瓶颈期。民进党社会基础发展的前景如何？最后，作者在结语部分由近及远的时间段，对民进党
的发展前景进行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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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于基础建设确实有帮助
2、了解宝岛，看一看民进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3、xv
4、不错，写论文用得上，较新
5、资料收集的可以。分析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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