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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概括而言，政治学涉及两个方面的知识：政治分析原理和政治操作原理。
前者告诉我们一个良好的政治秩序是如何构成的；后者告诉我们一个良好的政治秩序应该如何建立和
维持。
政治学为三种人提供帮助政治从业人员；政治学从业人员；普通公民。

《政治学十五讲(第2版)》的作者是燕继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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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燕继荣，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教育部政治学研究基地副主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政
治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北大MPA核心课程“政治学原理”主讲教师。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发展等；主讲“西方政治思想史”、“发展政治学”、“
政治学原理”(国家精品课程)、“政府形象发展战略”等课程；出版专著和教材包括：《现代政治分
析原理》(2004)、《政治学十五讲》(2004)、《政治学原理》(2004)、《发展政治学》(2006)、《当代中
国政府》(合著，1991)、《中国政府体制分析》(合著，1995)等，组织并参与翻译学术著作《民主的模
式》(1997)、《普遍人权的理论与实践》(2001)，承担来自国家和教育部多项研究课题，发表学术论文
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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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名家通识讲　座书系》总序
序言　政治思考与思考政治
　一、政治生活引发的思考
　二、讲　政治：讲什么和怎么讲　
　三、中国崛起靠什么
　四、制度建设很关键
　五、政治学提供的知识
第一讲　政治学的基本问题
　一、政治的定义
　二、为什么要研究政治
　三、政治学的基本问题
　四、政治学的知识体系
第二讲　政治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一、政治研究在中国
　二、西方政治研究的发展历程
　三、政治研究的理论成果
第三讲　政治研究的概念和范畴　
　一、概念的滥用
　二、政治概念的性质和类型
　三、政治学的概念体系
　四、几组易于混淆的常见概念辨析
第四讲　政治研究的途径与方法
　一、政治学研究途径和方法的历史变迁
　二、政治学的研究途径
　三、政治学研究方法
　四、政治学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科学
第五讲　政治生活的价值取向
　一、政治价值体系的构成
　二、政治价值体系诸要素分析
　三、价值偏好与现实政治生活
第六讲　政治理论和政治意识形态
　一、意识形态的含义和性质
　二、政治意识形态的分布
　三、主要政治意识形态
第七讲　政治权力及其限制。
　　　　　
　一、权力的含义和特性
　二、政治权力的来源和基础
　三、政治权力的实现方式
　四、政治权力分配的理论和原则
　五、限制权力的理论与实践
第八讲　政治合法性及其危机
　一、政治合法性的意义
　二、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三、政治合法性危机和政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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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实现政治合法性的途径
第九讲　政治结构与功能
　一、政治体系及其结构
　二、国家及其形式
　三、政府及其构成
　四、政党及其功能
　五、社团组织及其意义
第十讲　政治制度及其评价
　一、政治制度及制度分析
　二、主要政治贫确治?br /&gt; 　四、制度评价的尺度
第十一讲　政治行为的类型及方式
　一、政治行为及其分析方法
　二、政治行为实施的途径和方式
　三、政治行为的现代性转化
第十二讲　政治决策的制定与评估
　一、决策、政策和政治决策分析
　二、决策过程分析理论
　三、决策形成理论
　四、决策评估理论
第十三讲　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化
　一、文化与政治文化
　二、政治文化研究的一般方法
　三、政治社会化：政治文化的学习和传播
　四、政治文化分析：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比较
第十四讲　世界秩序与全球化
　一、理解政治的国际视角
　二、战后世界秩序的变似
　三、全球化的动力和影响
第十五讲　政治发展：民主化与制度化
　一、政治发展的概念体系
　二、发展研究与政治发展理论
　三、政治变迁与政治稳定
　四、民主化与政治发展
　五、制度化与政治发展
修订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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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自由被认为是社会最高的政治价值，是人类幸福安康的基础。
尽管它是如此流行，但不同的政治思想家和不同的思想传统依然从其自由的信念中引申出了完全不同
的结论。
“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争论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政府模式：（1）“消极政府”——政府是
一个无为的旁观者，一个不代表任何利益的中立性的裁判，一个在大街上溜达的治安警察；（2）“
积极政府”：政府还应该为人民实现自由提供基本保障，甚至更进一步，政府还应该成为人民幸福和
福利的创造者。
古典自由主义和新右派把国家政治权威压缩至最低限度；而现代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扩大国家的责任
范围，特别在关系到社会福利和经济管理的时候。
在争论的双方中，一方把国家看作个人自由的敌人（当它从外部限制个人自由的时候），而另一方则
把国家看成个人自由的保障（当它为个人发展和自我实现创造条件的时候）。
保守主义（conservatives）把自由视为对义务和责任的心甘情愿的认可。
这种立场的极端代表就是法西斯主义，它把所谓“真正的”自由描绘成对领袖无可置疑的服从和个人
对民族社会的完全融入和奉献。
 自由和秩序的平衡关系也是政治理论的核心主题。
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宠爱自由，认为人的理性能力能够保证人们做出聪明的选择；而保守主义强调秩
序至上，认为人是软弱的、有限的甚至是腐败的动物，需要有权威凌驾其上。
 在自由问题的讨论中，政治思想家们也围绕它的心理作用展开了争论。
以密尔为代表的乐观主义者认为自由会促成人类的繁荣；而当代思想家弗洛姆（Erich Fromm）却对“
自由的恐惧”（fear of freedom）给予关注，认为在必须做出选择而选择后果又不确定的情况下，自由
也会成为人们的一种心理负担。
特别是在政治不稳定和经济危机时期，人们可能倾向于逃避自由（flee from freedom），寻求服从集权
领袖和极权主义国家下的安全稳定。
这种理论可以用来说明法西斯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产生的原因。
 最后，自由的价值是什么？
它是人类基本需要的反映，还是达成其他基本需求的先决条件？
面对如此问题，政治思想家也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并给出了两种答案：（1）浪漫主义者的答案：强
调自由的内在价值——自由是最深刻的人性的需要。
马斯洛（A. Maslow，1908—1970）的需要层次论（生理、安全、爱、尊重和自我实现）反映了人的最
基本的需求，由此可见，自由是一种比生理需求更高的需求；汤因比也曾经指出：没有一种最低限度
的自由，人就无法生存，这正如没有最低限度的安全、正义和食物，人便不能生存一样。
（2）功利主义者的答案：强调自由的外在价值——自由是达成自我实现和社会进步的根本条件。
自我实现的根本条件是个性的发挥，而个性的发挥需要自由；社会是每个人的总和，个性的发挥是社
会繁荣和进步的根本条件。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治学十五讲>>

编辑推荐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政治学十五讲(第2版)》编辑推荐：北京大学的政治学“讲座”，帮助普通公民
了解政治，帮助政治学从业者读透政治！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政治学十五讲(第2版)》为三种人提供帮助政治从业人员；政治学从业人员；普
通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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