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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发展政治学》是天津市高校“十五”规划教材项目，主要研究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
展的政治后果和政治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或制约作用。
全书以发展中的政治问题作为主线，内容分为具有逻辑联系的四组。
第一组政治问题从社会动员出发，依次分析政治参与、社会公平、社会稳定四个问题。
　　第二组政治问题包括控制腐败和推进民主。
第三组研究发展的国际环境，探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来自国外的刺激和压力
。
第四组分析对发展的政治管理，专门分析通过何种政治手段促进经济发展。
　　《发展政治学》可作为高等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行政管理学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供相关专业
选用和公务员等读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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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经济发展中的政治问题　　第三节政治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不同的国家，由于资源条
件、工业基础、科技发展程度、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乃至意识形态的不同，而选择了
不同的发展道路。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也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战略。
然而，不管是哪一种发展模式，都要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四个方面。
经济发展是社会整体发展的基础，经济的发展既促进了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又受到政治、文化和社
会发展程度的制约。
　　一、当代发展的新特点　　现代经济发展的结构性使得经济在本身的发展中不断提出制度方面的
要求，要求整个社会在结构方面与经济的发展保持一致。
社会制度的调整和改造是政治任务，而在社会结构变动和进步中保持秩序和社会的稳定也主要依靠政
治力量。
　　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迫切任务，这一发展要求本身是政治性的。
这一要求具体指向政府时，总是希望政府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哪怕是非经济性的手段，也要促使人民
的生活尽快赶上发达国家。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是个技术问题，但是否能实现则是一个政治问题。
凡不能在短期内给自己的人民带来经济上的好处又提不出良好而合理的许诺的政府，都会面临失去统
治地位的挑战。
　　实现发展目标的最根本的步骤是经济的发展，只有经济实力不断充实，发展中国家才能尽快摆脱
贫困和落后的不利局面。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追踪不可能再度重复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漫长过程，不能指望再出现“圈地运动”、
“殖民开拓”、“工业革命”、“独立战争”和“新技术革命”等资本原始积累、生产力大幅度提高
以及国内革命那样的政治和经济条件，而必须面对发达国家对国际市场的独占、资金不足、科学技术
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工业化程度很低等不利局面。
在这种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实现经济的“起飞”必须选择最佳的发展战略，集中有限的资源和人力。
能够担当起这个重大任务，对发展进行策划、组织和管理的，只有政府。
　　在发展中国家，制定和实施发展计划始终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涉及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各个方面。
背负沉重的发展压力，发展的计划和实施首先是个政治问题。
简单地说，对于一个执行发展计划的政府来说，能否获取民众的支持是其决策时的首要考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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