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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已经越过了其缔造者一代人曾全心关注的革命范围
。
当然，政治生涯横跨半个世纪之久的中国现代史的那些领导人仍然活跃着。
毛泽东以后，中国最有权力的领导人邓小平是最早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在毛泽东于1935
年取得对党的控制权之前曾与其密切共事，并参加过史诗般的长征。
但至今仍活着的老一代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首先关心的是在稳定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环境下促进中
国的繁荣。
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邓小平特别注重强化体制和确保权力的平稳交接。
他正在利用他的余年和个人权威推动法制，使国家机构的行政职能和党的直接控制区别开来，并要求
党为现代化的需要服务。
他十分重视权力的平稳交接，可以从他提拔了若干新人到党和国家的最高职位，以及在更一般的层次
上鼓励整个制度启用较年轻和受过较好训练的干部等方面得到证明。
　　在邓小平的护卫之下，新的领导层在改革经济和政治结构，从而促进现代化方面越来越大胆。
我们可以看到中央控制的普遍放松。
私营经济活动在文化大革命几近灭绝之后又一次复苏，企业被授予多得多的自主权，中国街头的生活
是早年的革命清教主义放松的明证。
当然，有些方面仍然没有放松。
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口政策、党内纪律和惩罚罪犯。
而且，机构和程序得到了改革，被赋予了新的活力。
中国的领导人试图保证现行的改革将会无限制地继续下去。
在最高级别上，这种关注可以从1982年宪法的通过和法律职业的发展看出来，而且它还以长期生产合
同制形式影响了农户的日常生活。
最后，从外国观察者来看，最明显的政策变化是实行新的国际开放，这引来了成千上万的外国旅游者
和迅速增大的外国投资数目，也把成千上万名中国学生送到西方国家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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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介绍和研究中国政治的一部力作。
作者用通行的现代政治学理论，叙述和讨论了当代中国政治的各上方面，包括基本构架、政治文化背
景、意识形态及其变革、政治社会化方式、利益表达和录用程序、政府运作和管理方式。
特别是对自70年代末以来现代化运动的政治含义及其影响，本书概括了国际学者在这一领域内具有权
威性的新近研究成果。
全书叙述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论证详实全面，观点也较客观平和，不失为一部可供教学和研究用的
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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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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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的公开传播网络几乎独一无二地是官方的（国家或党的）事业，其内容和管理都受中央政治
权威的控制。
这种官方垄断公开传播的组织是复杂的。
国家机构管理最主要的媒体（如新华社、电台、电视台、电影工业和大部分出版事业），但中共和它
支持的群众组织也出版重要报纸和期刊。
一般报纸由相应的党委直接控制。
例如，《人民日报》是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陕西日报》是陕西省委的机关报，《西安晚报》是西
安市委的机关报。
然而，不管管理的来源和级别如何，所有这些媒体都受制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总体控制和政策。
中宣部通过它负责特定传播领域的下属部门和它对下级党的宣传部的权威，确保所有的媒体在以书面
和口头文字传播信息与观念的过程中遵循党中央的政策。
　　党对所有公共传播的监督在实际上并不能保证传播媒体总是以一个声音讲话。
国家、党和群众组织的各级单位在操作控制上的分工导致了对中央路线的某些偏离。
而且，这样的中央路线往往是含混或有争议的，其结果是不同来源传出的信息之间有意无意的冲突。
在“文化大革命”的头一年，中宣部本身也分裂了，这就突显出传播媒体在政治路线问题上特别脆弱
。
脱离完全的控制并不能改变从这种竭力实行控制的做法中概括出的两点。
第一点是通过该体制传播的所有信息实际上都是中央或下级领导为了实现中央意图而批准公开传播的
。
公众被告知领导希望他们知道的东西；竞争的或矛盾的信息不可能从有组织的媒体中得到反映。
因此中国媒体中的几乎每一条新闻都具有准官方的性质；之所以发布它，是因为它对现行政策有积极
意义。
政治上中性的新闻如事故和小型灾难则受到忽视，而与现行政策公开冲突的新闻通常是内部纷争或即
将出现政策变化的迹象。
另一个概括的特征是一种权威等级制意识渗透于该体制中，它在事实上对于其有效运作也是重要的。
从更权威来源的传播讯息要高于较低级别的讯息；矛盾和混乱的解决需要来自上面的指示。
假如最高权力机关没有统一的指示，下级传播管理机构和政治实体一般就采取无所作为或矛盾的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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