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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后中国3多年持续的发展及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迅速崛起，引发了中国学术界一系列热烈的讨
论和争论。
特别是关于中国的政治发展，讨论和争论尤其激烈。
本书的作者包括中美两国24位著名的政治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是中美学者首次关于当代中国政治问
题的专题对话。
从相当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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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俞可平，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哲学和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
中央编译局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凯风
政治发展研究所所长， “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总负责人。
代表作有Democracy is a Good Thing（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2009）、Globalization and Changes in
China's Governance （Brill，2008）、《民主与陀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思想解放与政治
进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等。
 李侃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与全球经济和发展”高级研究员、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同
时兼任密西根大学Emeritus教授。
1998年8月至2000年10月，李侃如曾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以及国家安全理事会亚洲事务高级
负责人。
他的代表作品包括：《美国情报界与外交政策：做出正确的分析》（布鲁金斯学会，2009年9月）、《
扫除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合作的障碍》（与David Sandalow合著）（布鲁金斯学会，2009年1月）、
《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W.W.Norton，200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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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以往出版的中外政治学者的论文集大多数是中外学者各写各的题目，因此不免缺乏
主题明确而又深层次的相互探讨。
本书采用中美学者配对的形式——中国学者选题写稿，美国学者作专题评论，从而使本书更具特色。
本书涉及的问题包括政治转型、党内民主、宪政发展、协商政治、公民社会、社区自治、公共服务、
地方权益、基层选举、利益集团、决策机制和廉政建设。
中国学者的研究综合了实证分析、理论探讨、中外比较和政策评估。
 对评论这些论文的美方学者而言，这是一次难能可贵的学习和交流的机会。
12位美方学者系美国著名大学的教授或重要智库的资深研究员。
其中11位学者长期致力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研究。
斯坦福大学的拉里·戴蒙德教授是唯一的非中国问题专家，但他是美国研究民主发展和比较政治的权
威。
这是中美政治学学者畅所欲言的聚会。
无论是在2010年10月为本书稿作准备的北京讨论会，还是2011年5月部分中美学者参加的在华盛顿由布
鲁金斯学会举办的关于中国政府治理变化的公共论坛，我们都获益良多。
在此我们要感谢香港中美交流基金会，尤其是董建华先生对本项合作研究的资助；感谢布鲁金斯学会
主席约翰·桑顿先生长期以来对中国政治发展问题的关注和对美中学者交流的热忱支持；感谢与会的
中美学者的积极参与和富有成果的学术贡献；更要感谢俞可平教授为本项合作研究的成功所付出的辛
勤努力和表现出的学术领导力。
 关于本书的内容和观点，尤其是中美学者在众多问题上的趋同或分歧，俞可平教授在序中作了精辟的
归纳和总结。
以下各篇也提供了详细和深入的阐述和讨论。
本文不再赘述，只想就一些在本书中涉及但没有充分展开的其他重要议题进行探讨。
当我们评估中国政治学在改革开放时期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指出中国政治发展的滞后性
和目前政治改革面临的艰难困境和挑战。
这是一个希望和忧虑并存的悖论，而把握悖论往往是洞察中国政治非常明智的途径。
 与信访现象紧密相关的是近年来频发的群体性事件，表1给出了一个大致的情况。
可以预料，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内，（与信访情况类似）我国的群体性事件将处于频发期。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的政治发展>>

编辑推荐

《中国的政治发展:中美学者的视角》从某种程度上说代表了中美学者关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最高水
平，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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