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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从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进入了一个向纵深发展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面临着各种现代化的压力，中国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日益尖锐。
一方面，由于各种旧体制的不适应，而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另一方面，社会也经历着新生
的向上的变化，这就是公民社会的发展。
《挑战、回应与变革：当代中国问题的政治学思考》收集了作者李景鹏自2002年以后的部分文章，这
些文章基本上反映了作者近十年来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的深刻变化的思考和研究。

《挑战、回应与变革：当代中国问题的政治学思考》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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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景鹏，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1932年生于辽宁省辽阳县。
1951—1953年在大连海运学院学习，1953年调出，任政治理论课教员。
1956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
1957年调入北京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后并入国际政治系。
先后从事中共党史、政冶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的教学。
1980年至今从事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的教学和研究。
主要著作：《权力政治学》、《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纲要》、《中国转型期问题的政治学思考—
—李景鹏文集》、《政治管理学概论》（主编）。
此外，发表论文几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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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所阐述的社会发展规律，只有当社会的生产关系已经严重地阻碍社会生
产力的发展，从而引起社会矛盾尖锐化的时候，革命才会发生。
根据这一规律，当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严重地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造成社会生活的严重
破坏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才能现实地提到日程上来。
 然而当时的中国，民族资本不但没有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反而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支
生力军。
而且我们开始时提出的发展方针也是：“公私兼顾、劳资两例、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并没有将民
族资本作为革命对象。
但是不久，便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来了。
那么，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的动因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理想。
也就是说，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提出，完全是从理想出发，而不是从现实出发的。
当然，凡是革命都是有理想的。
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民主革命的时候也是有理想的，那就是要摆脱中华民族百年来被侵略、被侮辱、
被损害的命运，建立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国家。
但是，民主革命的理想是在现实革命斗争任务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而不仅仅是一种信念。
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就不同了。
这种理想并没有现实的革命斗争作为基础：既没有严重阻碍社会迸步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势力存
在，也没有形成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现实的斗争。
所以，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纯粹是一种信仰和理念。
首先是我们相信社会前进的方向是要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其次是我们希望能超越资本主义的
发展阶段，而直接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再次是我们相信我们所掌握的政治权力完全可以
帮助我们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最后是有苏联作为榜样，我们只要学他的样子就可以达到目的
。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民主革命刚刚取得胜利不久，便贸然宣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很快便
又宣布要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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