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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社会转型，顺利步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现代发展轨道，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
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共同关心的课题。
各学科对于该课题的深入研究，汇聚而成蔚为大观的发展研究，促成了发展社会学、发展经济学和发
展政治学这样的新兴学科的诞生。
发展政治学作为当代政治学的一门新兴学科，以政治发展问题（尤其是欠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
为研究主题，围绕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民主转型、如何实现社会稳定、如何克服政治腐败、如何化解
政治危机、怎样完成政治文化改造等核心问题而展开学术探讨，从而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这些成果被统称为“政治发展理论”。
根据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解，发展意味着变化，但并非所有变化都可以被称为发展。
发展强调的是事物结构的变迁，即指某一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变过程。
从学术角度看，政治发展概念通常在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得到使用：就广义来说，政治发展是指政治
体系向着更高级形态的变迁过程，如从封建国家到绝对主义国家，从分散、多元的政治形态到统一民
族国家的形成，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化国家的演进，等等。
就狭义而言，政治发展是指政治体系内部结构、体制、功能和运作方式的合理化、制度化和科学化，
如从习俗、惯例、传统治理向法律、制度治理的转变，从政治、行政合一的体制向官僚行政体制的变
迁，从全能、集权政府向有限、分权政府的转化，等等。
一般来说，政治学研究更多地关注于狭义概念，即政治体系内部的发展变化，尤其是现代化过程中的
政治转型（即治理模式的转变）。
政治发展研究就是把政治生活视为一个动态过程，从发展变化的角度，探讨影响一个政治体系变迁的
内部和外部社会经济文化政治要素之间的关系，以解释和说明政治社会的转变过程。
客观地说，政治发展虽然看起来是一个新概念，但政治发展研究的历史却相当久远。
该项研究可以上溯至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他们都探讨了政体的形式和变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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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发展政治学作为当代政治学的一门新兴学科，以政治发展问题(尤其是欠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为
研究主题，围绕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民主转型、如何实现社会稳定、如何克服政治腐败、如何化解政
治危机、怎样完成政治文化改造等核心问题而展开学术探讨，从而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这些研究成果被统称为“政治发展理论”。
    根据研究主题和理论思维的一般逻辑，本书系统地梳理了政治发展研究的重要理论和观点，从宏观
和微观两个角度概括了发展政治学的理论成果：在宏观方面，阐述了发展政治学家们对于政治发展概
念的理解和界定，概述了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两大理论派别的来龙去脉、理论主张和所受到的学术
批评；在微观方面，按照理论主题，分别概括和阐述了政治发展中的参与理论、危机理论、腐败理论
、稳定理论、文化建设理论、制度化理论和民主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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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主义的贡献    四、政治学的新制度主义  第八章 政治发展中的政治文化理论    一、政治文化研究的
缘起    二、政治文化研究的一般理论    三、政治文化与政冶发展    四、政治文化的发畏  第九章 政治发
展中的稳定理论    一、政治稳定与政冶发展    二、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的根源    三、影响政治秩序
的相关要素    四、实现政治稳定的途径：政治制度化  第十章 政治发展中的民主化理论    ⋯⋯本书相关
术语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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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亨廷顿看来，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化的过程，这个转化是多方面的，它
涉及人类的思想和活动的一切领域，包括都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教育以及传播媒介的参
与等。
在这些方面中，影响政治稳定的有两大因素：其一是社会动员，意味着人们由传统的价值观、态度和
期望向现代社会所共同的价值观、态度和期望的转变。
其二是经济发展，即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和产量的增加。
社会动员的结果提高了人们的追求与期望，他要求社会给予满足。
社会要满足这种期望，就必须发展经济，以提高社会满足这些期望的能力。
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起点太低，其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很高。
“经济发展也是一个产生不安定的过程；为满足期望所需要的变革，实际上恰恰会提高人们的期望。
”②所以，经济增长愈快，政治就愈不稳定。
这样，就会出现一种差距：一方面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经济增长率不能太高，而另一方面由于社
会动员而产生的追求与期望急需社会给予满足。
也就是说，在人们的期望与现实之间，需求的形成与需求的满足之间形成了比较尖锐的矛盾，从而引
起了人们的社会挫折感和不满足感。
这种关系可用公式表述为：·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挫折感这种社会挫折感和不满足感是社会不
稳定的根源，但它能否真正会造成社会动荡，亨廷顿认为关键在于社会中是否存在着纵向流动（即职
业和收入的变动）和横向流动（如都市化）的机会。
若有这种机会，人们的挫折感和不满足感就可能得以缓解，社会稳定才有可能。
但使亨廷顿觉得不幸的是，“除去都市化以外，大多数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和经济流动的机会很少”③
。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挫折感就会促使人们要求扩大政治参与，用自己的力量来影响政府决策，以求期
望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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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发展政治学(第2版)》：21世纪政治学系列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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