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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邓小平的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又一次革命。
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给中国带来革命性变化。
这种革命性变化不仅体现在经济、政治等层面的现实生活上，而且还表现在因现实的变迁而带来的理
论上的创新和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学学科建设上的成就方面。
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让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由经济变革带来的政治体制上的变化
也是有目共睹的。
首先，在民主法制建设上，人治正在走向法治，政治的制度化正在加强，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终身
制的废除和退休制度的形成。
其次，在国家结构上，过去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简单的单一制已经转变为更加复杂的国家结构关系。
中央与地方、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多的市场经济特征。
再次，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过去是“大政府（国家），小社会”，现在正向“大政府（国家
），大社会”的方向变化。
民间社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自由越来越多。
最后，在意识形态上，过去那种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封闭、激进而又教条的态度已经转变
为开放、理性而又灵活的态度，因而形成了引导改革开放事业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和和谐社会构想。
所有这些变革，都是我们在20多年前所无法想象的。
当然，在政治进步的同时，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回避。
那就是迫切需要建立一套约束政府权力、使人民群众的真实意愿和利益诉求能够得到顺畅表达的机制
，以便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实际工作者在体制创新方面的实践，更需要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和政治学专
业人才的智慧与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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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治心理学是一门探讨政治过程和心理过程互动的学科。
本教材内容主要包括总论、具体的概念和相应的理论、研究方法。
总论包括：政治心理学的相关解释，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总体发展情况。
具体的概念和相应的理论是本教材的核心，包括：人性与政治、政治人的动机、政治人格、政治领袖
心理学、群体心理学、政治态度、政治社会化等。
研究方法指政治心理学者常用的几种研究方法。
本教材每一章的开篇均有典型的案例，结合案例介绍相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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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要了解政治心理学，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政治心理学？
美国学者威廉·F·斯通（William F.Stone）于1974年在其所著的《政治心理学》中谈道：“我重视的
是人类的个体。
对我来说，政治心理学是要研究个体的忧虑、观念和他对自己政治经验和行为的反应。
但我并不认为，个体研究就足以解释政治系统的一切活动或变化，但是从心理方面了解政治，这对于
彻底地弄清楚政府机构的运转是至关重要的。
”斯通清醒地认识到了他的研究兴趣与作为一般学科的政治心理学之间的差别。
具体来说，他的研究兴趣限于个体的心理，但是作为政治心理学这一门学科来说，仅仅研究个体的政
治心理显然是不够的，还应该从心理的方面对政治的运作做出解释。
尽管斯通在这里没有给政治心理学下一个完整的定义，但是他抓住了政治心理学的本质，为以后政治
心理学的阐释提供了思路。
①美国的政治学者杰克·普拉诺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政治心理学进行了定义：“政治心理学是运用心理
学的概念，如性格、态度和信念来说明政治行为的科学。
政治心理学假定，像其他行为形式一样，政治行为也产生于个人和外界环境的相互作用。
因此，政治分析者必须注意人的心理因素：知觉、认识、期待和动机，并以此来说明个人对外界环境
刺激的反应。
政治心理学是政治科学中政治行为分支学科的主要组成部分。
心理学概念广泛地用来研究行为、政治社会化、政治领导、公共舆论、政治态度、政治冲突和合作。
”这种界定只强调了心理过程对政治过程的作用，而没有论及政治过程对心理过程的反作用。
②就美国来说，恰恰是因为发生了“9·11”这样的事件，才引起了人们心理上的反应，进而由这种心
理上的变化导致了民众政治态度的变化。
因此，只强调心理过程对政治过程的影响显然是不够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治心理学导论>>

后记

出版一部《政治心理学导论》是我很久以来的愿望。
自从2001年给本科生上“政治心理学”这门课以来，我就有这样的想法。
按照我当初的设想，要写作《政治心理学导论》，首先应该对政治心理学的理论有所梳理，这是写作
的基础。
因此，我想首先写作一本《当代西方政治心理学史》，然后再写《政治心理学导论》。
于是，从2001年开始，我有意识地搜集和研究诸位政治心理学名家的著作，先后对弗洛伊德、荣格、
阿德勒、赖希、勒庞、沃拉斯、拉斯韦尔、弗洛姆、马尔库塞、阿多尔诺、哈贝马斯、伯恩斯坦、巴
伯等人的著作进行了研究和整理。
一开始，我想法简单，觉得用两年的工夫就可能完成。
但是，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我发现这方面的人物越研究越多，出版《当代西方政治心理学史》的工
作逐渐变得遥遥无期。
正在彷徨不知所向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郭晓明先生给我发电子邮件，问我是否有意写作《
政治心理学导论》。
犹豫良久，我决定暂时放弃宏大的设想，接受邀请，首先写作一本《政治心理学导论》的教材。
目前出版的政治心理学教材较好的有两部：一部是美国学者斯通的《政治心理学》，这是第一部政治
心理学教材；另一部是中国台湾学者马起华的《政治心理学》，这是政治心理学中国化的一本著作，
它在利用西方政治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同时，试图对中国社会中所出现的一些社会现象进行政治心理的
分析。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治心理学导论>>

编辑推荐

《政治心理学导论》：21世纪政治学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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