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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运用权力分析的方法，研究政治学基本问题的著作。
作者试图运用一种新的动态的研究方法，揭示各种政治现象的本质特征。
作者紧紧抓住“权力”，即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这个概念作为其理论基石，构筑了权力分析的基本
理论框架，系统阐述了政治权力主体、政治权力行为、政治权力关系和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等基本理
论概念。
本书还运用权力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机制给予了深刻的解析，既是一本严谨的政
治学理论教科书，也是对中国的政治现象进行辩证分析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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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景鹏，辽宁省辽阳市人，1932年生。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中国政治发展、中国公民社会等领域的研究。
现任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著作有：《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纲要》《政治管理学概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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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本书的框架形成过程中，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尚处于恢复的初
期阶段。
在本书的第一版中，我对中国政治学的研究状况曾做过这样的估计：“近年来，我国政治学理论的研
究正在不断深入，研究方法也有所进步，这对于中断多年的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恢复和发展是十分重要
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政治学理论的框架和体系方面，仍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基本上局限于对政
治现象作一般性的、静态的分析，而对于现实政治过程中政治现象的实际运行状况特别是运行机制的
研究，则进展甚微，从而使政治学理论的研究远远地落后于政治实践，特别是和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
的要求不相适应。
究其原因，关键在于现有的理论框架束缚了人们的头脑。
现有的政治学理论框架实际上是沿袭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体系，其内容主要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
说和国家与革命的理论作一般性的叙述。
此外再加上一些对西方政府制度的一般性叙述，以及对国外政治学研究成果的一般性介绍等等。
很显然，如果人们被束缚在这样一个框架当中，自然无法对现实的政治过程进行深入的研究。
因此，突破政治学现有理论框架，创造适合于实际政治发展要求的新的理论，就成为政治学理论研究
的当务之急。
本书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经过20多年的发展，虽然在政治学的微观分析方法方面多有建树，但是在政治学的中观分析方法方
面仍未有大的进展，除了原来的从基本原理出发的静态分析之外，还是缺乏中观的动态的分析方法。
所以本书所提供的分析方法在当前的政治学研究中仍有应用的价值，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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