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发展中国家政党认同比较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发展中国家政党认同比较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01780761

10位ISBN编号：7501780765

出版时间：2007-8

出版时间：中国经济出版社

作者：王庆兵

页数：309

字数：28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发展中国家政党认同比较研究>>

内容概要

20世纪80年代以后，墨西哥、巴西和印度为了摆脱经济危机，逐步放弃了传统的进口替代发展模式，
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从执政党的角度来看，改革就是要在解决经济和财政危机的前提下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但是从改
革过程中的选举来看，这样的目标并没有实现，墨西哥、巴西和印度的执政党在推行改革的进程中均
遭遇到选举的失败。
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国家的选民转换了政党认同呢？
在经济转型时期执政党如何巩固自身的政党认同呢？
这是本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
    论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为导论，阐述了论文的选题依据、研究意义和各项具体限定，重点对当前国内外政党认同研究
概况进行综述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研究的理论假设。
本章还提出了论文的分析框架、研究方法、研究难点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第二章为政党认同概述，论述了政党认同概念的来源以及在本论文中的特殊限定，分析了政党认同的
四种构建途径。
本章还以印度、巴西和墨西哥为例分析了政党认同在组织、选举、政府三个层次上的影响。
第三、四、五章分别从组织中的政党、选民中的政党、政府中的政党三个层面论述了墨西哥、巴西和
印度政党认同的变化及其原因。
第三章从政党组织特点出发，分析了政党制度化同政党认同的关系，主要阐述了政党制度化理论，并
对印度、巴西和墨西哥政党制度化状况对选举的影响进行了检验，表明了政党制度化程度与政党认同
之间的密切关联性。
第四章从竞选的视角分析了竞选战略和策略在执政党巩固政党认同中的重要作用，并以印度、巴西和
墨西哥选举为例，分析了选举战略和选举策略择定的原则、主要内容以及对选举结果的影响。
第五章主要从经济投票理论出发，检验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经济改革与选举中政党认同变化的关系，
分析宏观经济因素与微观经济因素对政党认同的不同影响及其原因，并指出了经济投票理论的优势和
局限性。
第六章对墨西哥、巴西和印度政党认同的变化原因进行了综合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执政党巩固政
党认同的组合模式，并对中外执政党巩固政党认同的路径特征进行了比较。
    本研究认为，执政党构成了一个政治体系，这个体系是由担负不同功能的“政府中的政党”、“组
织中的政党”、“选民中的政党”构成，组织的制度化程度、政府的经济绩效以及选举战略与策略是
影响选民政党认同的重要变量，从三个层次上共同形塑了选民的政党认同，三者构成一个功能循环的
结构体系。
执政党遭遇的政党认同转换，集中表现是选举中执政党的失败，其原因是政党认同结构体系整体功能
状况的亏空，即正常运行的功能结构少于非正常运行的功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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