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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70年代中期兴起的全球范围向民主的转型，标志着民主事业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迈出了
关键一步。
　　绝大多数有关这一时期民主化原因的研究均归结于外力或政治之外因素的作用，比如国际力量的
推动、经济结构危机、邻国的示范效应，即使极少数学者从政治本身出发，也只是从精英选择的角度
分析，很少有学者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政治体制和政权内部结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些研究方法忽视了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律，即任何事物在其发展进程中，变
革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内部而不是外部，换言之，事物的发展取决于内因而不是外因。
因此，政治变革中的民主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前民主化政权内部结构的问题，本书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
，研究新权威主义政权内部的结构变化所导致的民主转型。
　　本书分为七个部分。
　　第一章为引论。
分析了选题的原因、研究方法和研究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在20世纪末的民主化背景下，人们对新权威主义政权的转型认识是模糊的，对新权威主义政权的发展
历程及其历史命运难以把握。
理论上的模糊也使得政治精英们的选择失去了方向，从而使政治变迁显得扑朔迷离，政治现代化的进
程充满艰难。
如何理解新权威主义政权转型的根本动因，是本书尝试进行解释的。
关于新权威主义政权的研究在理论上主要有两个来源：比较研究方法和政治发展理论，对此本书作了
简单的回顾。
此外，这一部分还对研究所注意的几个方面进行了简要提示。
　　第二章为概念与理论。
对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并从两个维度——意识形态和政权形态分析了权威主义
的表现形态。
　　第三章分析了新权威主义政权的兴起。
新权威主义政权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是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变迁在政治结构体制上的反应，这种反应
受到了殖民主义的历史、前现代化的经济结构、政治文化传统等因素的重要影响，同时也受制于社会
发展过程中的即时事件的作用。
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制度容纳的尝试，包括多元民主体制、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体制及寡头或军人政权
，但大多不成功。
在工业化进程及其带来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少数发展中国家最终选择了新权威主义体制。
　　第四章分析了新权威主义政权的结构及结构性危机。
结构是研究政治的一个关键性变量。
新权威主义政权内部存在两种结构：专制结构和同意结构。
专制结构主要由行政首脑及行政机构、军队、技术官僚和政党组成。
同意结构则由代议机构、利益集团、公共舆论和社会运动组成。
新权威主义政权中专制结构和专制权力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意结构和同意权力很少或几乎不发挥作用
，政权主要依靠强制、镇压、说服来维持社会秩序和推动经济增长。
现代化发展和社会变迁导致新权威主义政权内部的专制结构和同意结构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这种张
力是新权威主义政权不稳定的根源。
新权威主义政权试图建立各种协调机制缓解张力，但政权的性质决定了专制结构的地位不可能被取代
，从而也就决定了政权不可避免地走向危机。
　　第五章围绕新权威主义政权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展开论述。
新权威主义政权的结构性危机并不导致其即刻的解体，政权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政权的生存
。
新权威主义政权的有效性来源于其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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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政治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问关系的考察，本书认为，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并没有简单、直接
的逻辑关系，新权威主义政权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取得了较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不在于其经济发展
战略或政策的合理，而在于政权的能力。
经济绩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政权的合法性，但有效性不等于合法性，现代化发展到了一定时期，政
权的有效性也就无法满足社会对政权合法性的要求。
这种外部因素仍然不能克服政权结构本身内在的结构性危机。
　　第六章描述了新权威主义政权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解体。
新权 威主义政权的结构性危机在内部和外部因素的推动下终于全面爆发，在体制上逐步向民主转型。
但是，由于大多数转型是外部力量的推动或政治精英的主动选择，因此转型后面临着政治体制的巩固
问题。
如何巩固民主体制是新权威主义政权在转型之后必须应付的重大挑战。
　　最后一部分分析向民主转型后的新生民主政权在巩固民主制度方面的努力，以及这些政权在民主
制度巩固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因素，包括社会经济因素、政治传统、转型的方式、情境问题以及具体民
主制度的选择等。
不同的影响因素对转型后的民主政权的巩固产生了不同的作用。
尽管有少数国家仍然处于转型后的动荡之中，但大多数政权在转型之后基本上坚持了下来。
　　至今为止，新权威主义政权在民主道路上尽管艰难，但却始终朝向民丰的目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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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权威主义政权的民主转型》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
作者紧随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前沿，对全球性的民主转型这一热点问题进行了关注，但选取了一个较为
独特的视角，以新权威主义政权的民主转型为研究对象，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将所有民主转型国家纳入
研究范围而容易导致观点和结论的科学性不足的缺陷。
作者采取历史主义的分析视野，从现代化和社会变迁的角度，首先分析了新权威主义政权兴起的必然
性，描述了这类政权社会结构性变革的过程，并最终发生民主转型的事实。
该书作为国内较早研究全球性民主转型的著作，对中国政治学研究、比较政治研究、民主理论研究具
有一定的意义，可以作为这些领域研究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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