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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政治学主要研究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法治与民主之间的关系。
沿着这两对关系的线索，本版依然本着“政治的性质——政治意识——政治体系——政治行为——政
治发展”的逻辑体系而展开。
本次修订不但充分吸收最新的学术成果，直面一些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如国家建构中的民族问题与
阶级问题、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的关系、现代化中的腐败、民粹主义与风险社会等，而且还提出一系
列反思性理论问题。
本书将有助于读者系统地理解针织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提升分析现实政治的能力，开阔思考中国政
治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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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光斌，河南省桐柏县人，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
学术荣誉包括：“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人才”。
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当代中国政治、比较政治、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

　　主要著作有：《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2003）、《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国家权力》（2004）、《
制度的形式与国家的兴衰：比较政治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2005）、《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中
国政治发展研究》（2006）、《政治变迁中的国家与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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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社会资本　　政治文化研究曾一度沉寂，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又有复兴之势。
在一些前殖民地国家中，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后来居上，进入发达国家或地区行列，而独立历史更长
的拉丁美洲国家却仍然步履蹒跚，其中的重要原因被认为是根深蒂固的价值观问题。
在复兴的政治文化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研究成果可能是以美国学者普特南为代表的学者们所提出的
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已经成为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一个流行话语。
例如，在经济学界，诺思在谈到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的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时，事实上就是指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群体内部的成员在相互联系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信任和规范，它们能够提高社会
效率，提高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
简单地说，社会资本是在社会或其特定的群体中，成员之间普及信任的程度。
　　社会资本理论是针对集体行动的困境而提出来的。
在缺乏合作和相互信任的社会里，人们的交往就会产生集体行动的困境。
18世纪休谟提出过著名的农夫困境：你不帮我收割庄稼，我也不帮你收割庄稼，结果两家的庄稼都烂
在地里。
这并不意味着农夫们无知或缺乏理性，而是由于缺乏可信的相互承诺，每个理性的人都倾向于“搭便
车”，大家相互背叛，从而导致双方受损以及集体行动的困境。
　　社会资本可以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
社会资本事实上是一种大家可以共享的公共物品，并起到一种担保品的作用，它减少了生活交往和市
场经济中的制度费用。
在很多协作性的组织中，信任、规范和社会联系网络发挥着潜在的作用。
比如，在德国的很多乡村，为了环保，村民们自己并不拥有私家车，而是大家出资购买汽车，谁需要
时才使用。
维持这样的协作组织的纽带就是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有四个主要特征：第一，它提高了投资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
它使得某些目标成为可能，而在缺乏社会资本的情况下，有些目标就无法实现。
第二，社会资本并非是天生的，需要创造和建构。
　　第三，社会资本具有自我增强和积累的倾向，那些拥有社会资本的人往往会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
。
第四，与常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是一种公共物品，不能由私人部门提供，即它不是从中获益的那些
人的私有财产，而是个人寄身于社会网络的共享品。
　　社会资本的三个基本要素是信任、规范和社会联系而形成的网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信任。
社会信任从何而来？
普特南认为，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而形成的社会网络是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他们产生了社会信任。
规范是被灌输来的，是由模式化、社会化（包括公民教育）和惩罚来维系的。
而这些增强社会信任的规范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它们降低了社会成本，促进了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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