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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戴维·E.阿普特编著的《现代化的政治》内容介绍：人们对现代化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
它开始于19世纪后期工业化成果已经极为显著的欧洲。
西方社会的特征变得如此与众不同，使得它成了其他国家用以比较的一个模型（或至少是一种标准）
。
当今现代化研究的重点集中于：新兴国家的现代化，它们的国家政体形式的发展，增加能为公众所公
平共享的社会产品的目标。
迄今为止，日本和苏联是成功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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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E.阿普特
戴维·E.阿普特（1924-2010），政治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耶鲁大学Henry
J.Heinz荣誉教授。
1924年12月生于纽约，1954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西北大学、芝加哥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及耶鲁大学，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政治发展、革命和社会抗争。
主要著作《现代化的政治》（1965年）、《分配的选择与政治》（1971年）、《政治变迁》（1973年
）、《暴力的合法化》（1997年）等。
2006年因其对跨学科领域研究的贡献而成为Foundation
Mattei Dogan奖的首位获得者。
2010年5月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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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或许总结迄今为止的讨论最简单的方式，是把将已作出的区分归为不同的合法性类型
，这样我们便能揭示当合法性和政治形态被共置于某种特定政治系统时产生的问题。
西方世界理想的政府形式建基于自由原则的优先性。
政府的道德目标是使自由的条件最大化。
但是自由必然引致平等。
共产主义系统，作为一种替代品，强调的是潜能的充分实现。
这一强调及其进化版本，是马克思主义对许多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的人们具有道德吸引力的主要
原因。
这种马克思主义令人惊奇，因为它如此远离马克思的最初分析。
对马克思而言，是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自由主义系统借助科技革新实珊了发展；事实上，马克思认为
这是资本主义系统的主要成就。
作为一种合法性原则，发展的目标很难进行评估。
有的人会争辩道，将自由纳入发展目标中能最有效地实现经济增长。
另一些人也争论说，马克思主义关于公民潜能的理想唯有通过集体的行动方能实现，这是当代最典型
的发展方略。
无论我们如何对待这些合法性原则，它们显然是相互关联的。
如果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最明确的道德标准是发展，以人和社会潜能的实现来表述它也是正
常的。
我将争辩说，这些潜能的实现是诸多成就的一部分，自由主义理想也当不持异议。
至少我希望如此。
一方面是平等和自由的政治关联，另一方面是平等和潜能的关联，（二者）在历史上已融合为平等的
理想。
在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里，它是一个强大的道德推动力。
既然它在相当程度上尚未实现，控制这种内在紧张常常是新兴国家的主要问题。
这是它们往往采用专制和个人独裁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当他们选择了更为民主的政府形式，却常常为不稳定所困扰。
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社会不平等的自然发展很容易强化多少有些僵硬的阶级结构。
每个阶级都有其次生结构，正像许多拉美国家那样。
那么，现代化的规范视角要回答那些主要问题。
民主适用于一个正在现代化的社会吗？
如果它在某些特定案例里失败，什么样的替代性系统会取代它？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采用更好的不同的“系统”所表达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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