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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戴维·伊斯顿是一般政治系统理论的创立者．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是对政治系统理论的详细阐述。
在书中．戴维·伊斯顿采用并且改造自然科学的系统理论．建构了用于分析社会政治和公共决策现象
的系统理论。
一般政治系统理论创立后，获得美国政治学界和决策学界的巨大赞誉，被认为是对政治学和公共决策
的重要突破性贡献．戴维·伊斯顿也因此当选为1945年以后对美国政治学具有巨大贡献的十大杰出政
治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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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 译者：王浦劬  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1917
——），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行为主义政治学代表人物，后行为主义政治学主倡者，一般政治系
统理论的创立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1917年6月24日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市，先后在多伦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
学位。
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起执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1968—1969年，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
，80年代至今执教于美国加州大学。
戴维·伊斯顿创立一般政治系统理论和分析框架的标志性著作为相互联系的三部作品，即：《政治系
统：政治学现状研究》（1953）、《政治分析的框架》（1965）～《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19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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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言
菲尼克斯(Phoenix)版序言
中译本序言
第一部分　分析的模式
　第一章　理论分析的形式
　第二章　分析的一些基本范畴
第二部分　需求的输入
　第三章　作为系统输入的需求
　第四章　作为压力根源的需求
　第五章　欲望转换为需求
　第六章　欲望转换的调节：结构机制
　第七章　欲望转换的调节：文化机制
　第八章　需求流量的调节：沟通通道
　第九章　需求流量的调节：缩减过程
第三部分　支持的输入
　第十章　作为系统输入的支持
　第十一章　支持的对象：政治共同体
　第十二章　支持的对象：制度规则
　第十三章　支持的对象：权威当局
　第十四章　支持蚀耗引起的压力
　第十五章　作为压力根源的政治分裂
第四部分　对支持所受到的压力的反应
　第十六章　支持的结构调节
　第十七章　弥散支持的产生
　第十八章　 对权威当局和制度规则的弥散支持：对合法性的信仰
　第十九章　合法性的根源
　第二十章　对权威当局和制度规则的弥散支持：对共同利益的信仰
　第二十一章　对政治共同体的弥散支持
第五部分　作为特定支持调节者的输出
　第二十二章　输出的性质
　第二十三章　反馈环路
　第二十四章　反馈刺激
　第二十五章　反馈反应
　第二十六章　反馈反应的沟通
　第二十七章　再输出——I
　第二十八章　再输出——Ⅱ
第六部分　结论
　第二十九章　系统分析的目标
再版译后记重读《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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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需求“输入”的含义 我们必须首先确定何时才能认为需求输入了政治系统，尔后
才能虑及这种需求的输入给系统带来了什么样的压力。
理论表述的偶尔不慎和绘制图表时所受到的限制，往往会给人造成这么一种印象，即好像有些东西起
先是处于政治系统之外，后来才被纳入政治系统的。
那么，造成这种印象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以为，人们得到的这种印象是对现实世界的最简单的临摹，就此而言，造成这种印象是十分必要的
。
不过，我们不能照书面上的含义来理解这一点。
这种印象只不过是帮助我们理解实际过程的一种形象描述。
事实非常明显，无论是输入还是社会成员，都不会像书面上所说的那样，走出经济或文化系统进入政
治系统，又从政治系统返回经济或文化系统，仿佛它们在一座社会大厦的许多房间之间穿梭进出、熙
来攘往一样。
毋宁说，这种形象描述所传达的只是这样一种观念，即人们只有在与政治活动并不直接相关的社会领
域中获得一些经验，才有可能提出政治需求。
即使社会中开展了运动、发生了动荡，那也只是开展和发生在政治角色和非政治角色之间。
至于说到某人提出了某种需求，那只不过是用一种简略的方式指明，他至少暂时是在参与政治行动。
 比如，产业组织结构的逐渐演变，经济危机的突然袭击，都市发展的急剧膨胀等等社会现象，都可能
使人们需求政治领导人采取迄今未曾料及的行动，也可能使这些政治领导人不等系统的其他成员于朦
胧中意识到政府能够或应该就此于点儿什么，就提议采取行动。
由此可见，人们之所以承认应该接受某种权威性分配，最初恰恰是由非政治生活领域中的经验引起的
。
与社会成员的非政治角色相关的事件，引起了他们所想要、所期待、所需求、所偏好和所相信的那些
东西的变化。
生活方式的这些决定性因素的变化，会促使和促成社会成员表明，他们认为政治上称心如意或必不可
少的是什么。
 只要发生上述过程并使得社会成员提出了需求，我们就应该认为，需求已经被输入了政治系统。
我们不久就会看到，这种状况可以用“政治过程的起点’’这一概念来表述。
因此，正是输入，成为连接社会生活非政治领域中和政治领域中所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实际纽带。
对此，我已经作了论述。
需求不仅在政治生活和非政治生活领域之间的天堑上构建了通途，而且如前所述，它还由此特别有助
于我们理解一个领域中的变化对其他领域的影响方式。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

编辑推荐

《政治学学术经典译丛: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是关于经验取向的政治理论的长期规划中的第三部著作
。
这部著作的任务，将是提出所运用的那些概念的结构，并以此进一步阐述它们，以使它们能够更加容
易地被应用于经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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