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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要求 

• 1、善于思考、敢于质疑。（没有统一的道） 

• 2、要相互学习，经常讨论。（三人行必有吾师） 

• 3、学以致用。 

• 4、回答问题1次，平时成绩加3-5分。 

• 5、禁止上课玩手机，发现1次平时成绩扣5分。 

• 6、课堂讨论及书面作业不少于6次，书面作业篇
幅不少于2页。 

• 7、缺课1节扣平时成绩5分，缺课数达到学校规定，
取消考试资格。 



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 
  
期末考试 70% 
 
作业 、回答问题、小组案例分析 20% 
 
学习态度10%（出勤+课堂表现） 
 



参考书目: 

谢庆奎.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浦兴祖.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胡   伟.政府过程.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http://image.cn.yahoo.com/searchdtl_v3.html?p=%D6%D0%B9%FA%D5%FE%B8%AE%D3%EB%D5%FE%D6%CE&pe=&pp=&t=&c=&u=&sf=&sel=9&pid=yisou&ori=http://book.kaoyantj.com/showimg.asp?id=6fbIJ435350R310YM01241T13d&thu=http://tn5.cn3.yahoo.com/image/49a/af24d7ebc5e167a250.j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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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问题： 
一、方法与框架  
二、政府与政治 
 

第一章 导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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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方法与框架 

一、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 

规范研究：注重抽象的价值判断与逻辑推理，
使用定性与演绎的方法，结论是
“应然”；集中于政治理论和政
治哲学。 

经验研究：注重可见的事实和实证，使用定
量分析和归纳，结论是“实然”；
集中于政治行为和运行过程。 



决策权的控制、
影响决策的因
素、政策执行 

二、研究领域 

宪法及宪政、
人大制度、政
党制度、行政
体制、政协制
度、司法制度
等 

动态层面 静态层面 



三、关于中国政府与政治的研究状况 

       谢庆奎主编
的《当代中国政
府》(1991年) ：
新中国成立以来
第一部全面、系
统阐述当代中国
政府理论与制度
的著作。 



       高民政主编《中国政府与政治》(1993年)： 
（1）详细地论述了国家武装力量的构成、制度与领
导体制，以及武装力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2）对中国政治的分析，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 
（3）比较系统地叙述了香港、澳门、台湾的政府与
政治。 
（4）论及了中国政府与政治在社会动态发展中的态
势。 



       陈红太著的《当代中国政府体系》(2001
年)。书中提出了“政府体系”的概念，认为
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的内容包括民主党派
与政协，包括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

平理论，以及政府体系与政治的研究方法，拓
展了中国政府与政治的研究范围与内涵。 



      王敬松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政
治》(1995年)。作者以历史学者严谨求实的笔
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多年的历史事件、
政府制度、政治经济进行了准确记述，并就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政府职权的要求进行了超前
性的分析，提出了间接政府、民权政府、限权
政府、法治政府、富民政府的概念。 



      谢庆奎、杨凤春、燕继荣著《中国大陆政
府与政治》(1999年) 。在政府理论的研究方
面深人了一步，并收集了比较系统的政府与政
党等方面的资料。 



       杨凤春著的《中国
政府概要》(2002)。作
者特别注重挖掘中国政
府制度的理论根源，理
论透视与制度分析相结
合，提高了研究中国政
府问题的学术层次，及
时反映和评价改革开放
过程中中国政府体制的
最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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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 
（一）政府的定义：为执行
国家权力，进行政治统治并

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机关 。  

• 1、狭义政府：仅指行政
机构  

• 2、广义政府：包括立法、
行政、司法等大政府概
念  

 



（二）政府的职能 

• 1、实行政治统治 

• 2、管理社会公共事务 



1.用道德的观点解释政
治（道德政治观） 

  

孔子：“政者，正也。
子帅以政，孰敢不正 。” 

 

二、政治 
（一）中外历史上的政治观 



 

2.把政治看成是超自然、
超社会力量的体现  
（神学政治观）  

董仲舒：“天子受命于
天，天下受命于天子。” 



3.把政治说成是“权
术”、“统治术”、
“策略”、“阴谋诡
计”（权术政治观 ） 

 

马基雅弗利 ：“政治
就是用权术来欺骗人 ，
君主必须要象狮子一
样凶猛，象狐狸一样
狡猾 。” 



 

 

4.把政治解释成管理
活动（管理政治观） 

 

孙中山 ：“管理众人
之事”，即政治 。” 



 

5.政治是一种公共政策及
价值的权威性分配过程
（戴维·伊斯顿的权威性价
值分配政治观）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观 

1.政治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政治的实质
是阶级关系。 

2.政治的根源在经济。 

3.政治的核心是政权。 

4.政治是一种有规律的社会现象。 



•（三）政治的定义： 

•政治就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人们
围绕特定利益，借助公共权力来规定
和实现特定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 



思考题： 1.比较规范研究和经验
研究在《当代中国政
府与政治》中的应用 

2.如何理解“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