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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编政治学原理》是集体合作的成果。
全书的思路和提纲由李良栋提出，经过反复讲座后确定。
　　《新编政治学原理》就是围绕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展开研究的。
按照《新编政治学原理》作者的理解，政治学基本原理的研究范围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本质。
2.政治主体。
3.政治关系。
4.政治活动5.政治条件6.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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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节 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一 广义上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二 狭义上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第二节 政治学
的历史发展一 西方政治学的产生和发展二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科学意义三 中国政治学的出现和
发展第三节 政治学的任务和研究方法一 当代中国政治学的任务二 政治学的学习和研究方法政治本体
论第一章 政治的本质第一节 政治的涵义和特点一 政治的涵义二 政治的特点第二节 政治的实质一 政治
是一种特珠的社会活动形式二 政治是一种社会上层建筑三 政治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高级实践活动第二
章 政治的功能第一节 政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一 进步的政治对经济的推动的作用二 反动的政治对经济
的阻碍和破坏三 政治与经济相比占首位第二节 政治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一 政治对社会秩序的影响二 政
治对社会关系的影响三 政治对社会进步的影响第三节 政治对文化发展的作用一 确定一定社会文化的
思想核心二 为一定文化的发展提供保障政治主体论第三章 政治人第一节 政治人一 政治人的涵义二 政
治人的基本特征三 政治人的分类第二节 公民一 公民的概念二 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三 公民的政治素质四 
公民制度第三节 政治家⋯⋯政治关系论政治行为论政治条件论政治发展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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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政体通常是指国家政权机关，如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的结构、产生方式、组织程序
、职权范围等。
国家政体形式上的差别主要表现为国家权力主体的设置、产生、组织、运行方式的差别。
从下面几点来理解政体制度：　　（一）政体和国体之间存在密切而复杂的关系　　一般来说，政体
现象和国体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
国体回答的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谁掌握权力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基本统治关系如何的问题。
而政体回答的是国家权力如何行使的问题，一个国家建立什么样的政权机关体制来发挥政权职能的问
题。
就一般情况看，国体是政体的基本决定因素，政体是国体的实现形式。
有什么样的国体，就要求建立什么样的政体。
统治关系决定统治体制和手段。
国体的结构和内容为政体的选择提供基本的依据，也为政体的正常运作奠定合法性的基础。
同样，建立在既定国体规定性上的政体形式，通过自身功能的发挥，为巩固和维护国体服务。
为国体积累和提供积极的基础性因素。
　　但是，政治生活是极为复杂的。
政体的运作具有十分广泛的内涵，受各种相关条件的影响。
因此，除了国体因素之外，具体的历史条件、文化传统、民族构成以及现实的政治力量对比关系，都
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一个国家对于政体模式的选择。
现实生活中就呈现出多种特色。
相同性质的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政体制度，例如英国和美国同为资产阶级国家，但英国实行的是君主
立宪制，而美国采取的是共和制。
两国的政体结构和形式存在较大差别。
同样，不同国体制度的国家之间，也可能在政体上相近或相同。
古代希腊奴隶制城邦国家实行共和制，而现代的西方很多资产阶级国家也采取共和制。
可以看出，政体与国体的关系在实践中是非常复杂的，必须做具体而全面地分析，才能找到国体和政
体的相互作用关系。
　　（二）政体制度是国家权力的配置模式　　国家权力从总体上说是一个整体，但要在现实生活中
发挥作用就必须根据社会的需要，组织为具有一系列权力环节和具体职能的网络和系统，使得它能够
覆盖和规范人们的社会活动。
在这方面，就有一个如何划分权能，怎样通过不同机构的功能实现有条不紊地分工的问题。
如果从政权力量的角度看，就是一个国家权力的配置问题。
在各国的政体实践中，由于在权力配置上的不同，使得政体的实践模式出现多种类型。
从最高权力归属的角度，可以划分出共和制和君主制，其中又可根据权力归属的差异进一步划分出不
同的类型。
从国家权力职能机构之间的关系来划分，又可划分出分权制衡政体和一元模式政体。
　　（三）政体制度具有不断发展性　　实践证明，政体制度形成以后，尽管具有基本结构的稳定性
，但其具体体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变化。
特别是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和特定的政治形势，都会引发人们对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以使得政体制度
更好地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服务。
最典型的是法国第五共和国的改革。
在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国实行议会制，但由于议会中党派众多，无法集中议会权力，引发政局不稳。
第五共和国修改了宪法，将权力向总统集中，改议会制为总统制下的议会体制。
政体上的这种调整，促进了政治力量的集中，也推进了政局的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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