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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民政治及其在当代中国的逻辑建构：主体性视域下的理性思考》从“何为政治？
政治何为？
”以及“谁之政治？
政治谁为？
”的本源追问与反思出发，在主体性视域下探讨了政治的人本终极价值，指出政治的目的性功能在于
提升人的主体性，揭示了人的政治主体性的确认与实现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律动，以现代公民
为主体的公民政治是当今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向与逻辑形态。
进而在建构起公民政洽一股理论的基础上，通过中西公民政治演进的历史比较，内在地揭示了公民政
治发生发展的逻辑与机理。
最后立基于转型中国与全球化时代，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主体性思想和马克思的人本政治观为指导
从制度——文化——主体的互动，多维度探讨了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建构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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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铁锴，1970年生，汉族，陕西省凤翔县人。
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哲学、中国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
在《科学社会主义》、《甘肃社会科学》、《内蒙古社会科学》、《贵州社会科学》、《河南大学学
报》等刊物发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民主制度供给与公民精神化育》、《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生
态马克思主义评析》、《“善治”视野下构建和谐社会的政府治理》、《论协商民主的政治基础及社
会条件》、《熟人社会及其根治的社会政治学分析》等学术论文近二十余篇。
主持陕西省教育厅社科项目1项，主持宝鸡文理学院重点项目3项、一般项目一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各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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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体主体性的确立与公民个体权利的确认三、人民群体政治主体性的伸张与公民个体政治主体
性的缺失第三节 中国公民政治的现实展开一、公民诸权利的法制保障二、公民政治制度的完善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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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人的主体性的哲学意蕴　　一、主体的人和人的主体性　　主体和客体是一对在与对方的
相互关系中获得自身相对规定性的哲学范畴。
在无限物质世界的系统整体中，每一有限的物质存在物都与周围别的存在物发生作用。
其中，作用的主动发出者是主体，相应的，作用的被动接受者就成为客体。
从这个意义上讲，万事万物都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人也不例外。
人成为主体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虽然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人受外在力量的统治而处在依赖性的社会关系之中。
同时，群体的活动方式使社会呈现为主体活动的无主体状态，人作为主体的地位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
。
但作为能思维的人，其活动所及的时空范围显然高于其他处于特定相互作用关系中的物。
人在主动发出作用之前，首先能够在观念中模拟这种作用及其结果。
当人的这种自觉性主动转化为能动的改造对象活动的时候，人也就成为主体。
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使人的力量得以彰显，由此哲学才把主体与人统一起来。
　　现实的主体就是活动的人本身。
作为活动主体的人，现实的人既是实践主体又是认识主体，既是思想着的行动者又是行动着的思想者
。
现代哲学的这种观念是在人从被动的奴役状态走向主动争取自我解放的过程中得以确证的。
主体是人并非意味着人都一定是主体。
当人失去作为主体的价值性质时，人是可以作为客体而存在的。
主体标志着一种能动性的价值，“主体意味着一种属人的价值关系，只有处在这种关系中的人才是主
体，所以，对主体只能从价值的角度去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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