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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政治学理论认为，任何政治系统都包括政治实体和政治文化两部分。
政治实体是指机构和体制等政治决策运作的有形部分。
作为政治系统的主观方面，政治文化以政治心理、政治思想等无形状态渗透在政治实体运作过程的各
个环节，这一过程其实就是决策和制定政策的过程。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一方面，政策选择的积累影响着政治文化的走向；另一方面，政治文化也影响、
制约着政策选择的形成。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政治文化对政策选择正反两面的影响同时存在。
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改天换地的喜悦中，一种急于求成以改变现状的心理迅速形成并急
剧膨胀。
长期受压迫和剥削的中国人民希望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尽快富强起来。
过去受人欺辱没办法，现在中国人站起来了，当然应该大干快干，这种情绪是普遍存在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层能够从实际出发制定科学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从而把这种急于求成的政治心理转化为艰苦奋斗精神和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
因此，执政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文化建设，呈现出了良性趋势。
可到了1957年底，毛泽东提出“大跃进”的指导思想，要在短时间内赶超英美，实现工农业生产的高
速度发展，这显然是偏离经济发展规律的。
但它却是党内和党外民众急于求成心理的自然反映，当时毛泽东常说：劲可鼓不可泄，应当鼓舞士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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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变量中，政治文化和政策选择是两个重要因子。
1978年以来，中国政治文化与执政党政策选择都发生了重要变迁，两者的关系在互动中不断磨合。
政治文化构成了政策选择的制度环境，提供着决策信息，影响着决策者的心理过程和价值判断。
改革政策的出台与实施，冲击着原有的利益格局，导引着大众政治文化的发展趋势。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与执政党政策选择》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理论，对改革开放后中国主导政治文化
进行理论解读，对执政党治国方略转型的环境及过程进行客观研判，对社会各群体的政治亚文化与具
体政策的关系进行综合考量，对公民政治意愿表达路径和执政党政策选择过程进行深度分析，力图能
够揭示出一些现代政党的执政规律。
因此，《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与执政党政策选择》既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又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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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马克斯·韦伯把权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传统型，即以传统的不可侵犯和执行这种权力的人的地
位正统性为依据，其权力的威严建立在从过去的历史继承下来并将永远存在的信仰之上。
二是超凡魅力型，其主要特征是具有特殊品质和非凡才能的领袖被认同后，人们带着崇敬的心情，愿
意服从他们的领导。
三是法定一理性型，指依法任命，并赋予行政命令的权力，它的控制、支配成本常常很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权威正在从超凡魅力型向法定一理性型过渡。
当代中国的决策者是共产党领导层的权力精英，而国家的重大决策权只局限于领袖及党的领导核心手
中，因而中国的决策模式是一种典型的精英决策，它只表现为在共产党的决策层不同权力精英及其群
体的互动，而领袖又处于支配地位①。
阿尔蒙德在其名著《比较政治学》中也论道：“政治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可以预测的、因果关系
的过程。
政治的经常性和‘规律’是约束选择和限制创造性与革新的趋势和倾向。
但领导者这个变数具有能把政治体系推向新方向，彻底改变基本的决定规划或多种资源的联盟的潜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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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环节，这一过程其实就是决策和制定政策的过程。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一方面，政策选择的积累影响着政治文化的走向；另一方面，政治文化也影响、
制约着政策选择的形成。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政治文化对政策选择正反两面的影响同时存在。
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改天换地的喜悦中，一种急于求成以改变现状的心理迅速形成并急
剧膨胀。
长期受压迫和剥削的中国人民希望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尽快富强起来。
过去受人欺辱没办法，现在中国人站起来了，当然应该大干快干，这种情绪是普遍存在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层能够从实际出发制定科学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从而把这种急于求成的政治心理转化为艰苦奋斗精神和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
因此，执政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文化建设，呈现出了良性趋势。
可到了1957年底，毛泽东提出“大跃进”的指导思想，要在短时间内赶超英美，实现工农业生产的高
速度发展，这显然是偏离经济发展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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