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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通过对构成政治学学科体系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和范畴的系统解读，全方位地详尽阐述了盛行于现
当代西方的各种政治理论，并对去是非曲直及得失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与此同时，本书对围绕政
治概念、范畴所展开的诸多理论争论予以条分缕析，有力地揭示了政治理论的特性。目前，本书已被
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世界各地的众多名牌大学列为政治学专业
的必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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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安德鲁·海伍德，英国奥平顿学院督学、该校政治学课程导师和A-level课程首席考官。除了本书，还
著有《政治学的核心概念》（1994）、《政治学》（第三版）、和《政治意识形态概论等一系列政治
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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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人性、个人与社会
第三章 政治、政府与国家
第四章 主权、民主与超国家主义
第五章 权力、权威与合法性
第六章 法律、秩序与正义
第七章  权利、义务与公民身份
第八章 民主、代表与公共利益
第九章 自由、宽容与解放
第十章 平等、社会公正与福利
第十一章 财产、计划与市场
第十二章 传统、进步与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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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In addition to it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dvantages, private propertyalso brings social and personal
benefits. Private property, for instance,promotes a range of important social values. Property owners have a'stake'
in society, an incentive to maintain order, be law-abiding andbehave respectfully. Conservatives have, as a result,
praised the notion of a property-owning democracy. Such an idea underpins the radical proposalby Ackerman and
Alstott （1999） that all young Americans should be givena financial stake in society in the form of a capital sum of
80000 dollars（the estimated cost of a four-year education at a top US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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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治学导论(第3版)(英文版)》是国外经典政治学教材·影印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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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非常不错的一本教政治学教材，而且是英文版影印，原汁原味。一口气买了2本，一本自读，一本
送给了在大学任教的好友。
2、英文版和中译版名字不一样，有点坑。。。不过内容很值得一看政治学理论入门读物，回头来看
还是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
3、很有用的书！给老公买的！
4、不错，可以认真看看
5、政治学导论，装订不好，感觉要散了。。。。
6、装帧良好，印刷不错，无缺页漏页。
7、很厚，估计没有耐心是赌不下去的
8、英文版，兼具政治学与英语学习！
9、书是好，可是胶装的不严实了
10、人大这套书质量还是不错的。几本都买了。
11、书不错，就是有些破损
12、又是阉割版，人大出版社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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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http://blog.sina.com.cn/fangzheng123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f74dc00100bp8d.htmlAndrew 
Heywood 的《政治学》是近来在国图前后利用了几个双休日陆续读完的。对于类似的读本而言，这方
面的内容自然对我来说是熟悉的，只是heywood教授将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结合起来写“政治学”的
书籍，倒还是第一次读到。尽管北京的室外已经寒风凛冽，但是作为教科书式的读本，还是吸引着我
坚持把翻阅完。毕竟，这样的书读起来亲切、通畅和轻松。这些年，也读了一些政治学的文本，或多
或少对“政治”有了些基础的概念认识，以至于凡事必有政治的思维。比如，我们平时日常说的国家
大事，那是政治的“国家角色”，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的政策，那是政治的“法律角色”，以及远交
近伐的对外交往是政治的“国际角色”。我们生活中，因为有了这些形形色色的政治角色而离不开政
治。这里也正好应了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那么什么是政治呢？为什么人类
离不开政治？政治是怎么运作的呢？我们所说的“政治”，不是中学时代的政治课——我们曾经能翻
来覆去背诵的政治概念，那只是政治意识的教育和灌输罢了。政治有他自己的研究领域，作为政治意
识灌输的政治文化只是政治研究领域的一个细小的分支而已，因此，当有人问你：你懂政治么？你千
万别轻易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你所了解的政治和政治概念，不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政治科学”知
识，你所熟悉的政治口号，也并不是政治的全部。好在heywood教授的《政治学》给了我们一次认识
、接近政治的机会。Heywood提出政治的四种分法，我觉得应该是概况比较全了。一是作为政府艺术
的政治，二是作为公共事务的政治，三是作为妥协和共识的政治，四是作为权力和资源分配的政治。
第一种政治认为政府的艺术在于制定与实施集体政策，并对社会进行控制。政治与国家事务、政府事
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围绕这政府的运作而开展的各种活动。它的核心是政府机构，成员是政治
（总是和政党联系）人物，方法是政治演说，结果可能导致“反政府”。因为政治过多地讲究与政府
的艺术，而往往忽视政治的本身，导致对政府的反对。相对于这种古典的政治概念，在近现代，“公
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被区分，将政治限定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即作为公共事务的政治。也就是说
，在政治共同体内的生活是政治要关心和需解决的问题，共同体外的“私人领域”是一个禁区，不得
侵犯。这样，政治被严格地限定在国家自身活动和公共机构可能需要履行的职责范围内，而个人能够
并确实能够自我管理的生活领域，比如社团、俱乐部、家庭等私人生活，都归入“非政治”的范围。
事实上，第三种的政治，更多地关注与决策的制定，换而言之，政治被看出解决冲突的特定手段，即
通过调解、妥协和谈判而非武力或权力达到目的。因此，这样的政治，赋予了政治文明和教化的现象
，政治亦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项正常活动，而不是“争权夺利”的代表。第四种政治，将政治放在
了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它将政治延伸到社会活动和人类生存的每个角落，只要有人存在，有人的交往
存在，政治将无所不为。正如leftwich指出的，“政治处于所有集体社会活动——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
正式的，公共的还是私人的——的核心，存在于所有人类团体、机构和社会中”。而政治也成为一种
权力——一种通过任何手段而得到期望结果的能力。对此，马克思主义有过经典的论述，政治权力“
不过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即阶级斗争是政治的核心问题。到此为止，如果
让你现在回答什么是政治时，或许你已经有了几种选择，至少你的概念中，应该有这样的判断：政治
不仅仅是好坏的问题，也是善恶的问题，善的政治未必是好的结果，而坏的政治未必也是恶的结果。
我们更应该用一种多元的目光去看待政治及政治背后的问题。当然，在政治哲学的层面上，heywood
还讨论了几个重要的概念。第一个是民主的问题。这个问题由来已久，heywood概括为三个子问题，
我觉得还是比较到位，如果有时间，我们再来仔细认真的研究这三个问题，“谁是人民？从什么意义
上讲应有人民统治？人民统治的范围应有多大？”实际上，他的这个概括表明了，民主的主体、民主
的方式、民主的范围。第二个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好好来讨论一下。意识形态
是一套有或多或少内在一致性的思想观念，不管目的是维护、修正还是推翻现有的权力关系体系，它
提供了有组织政治行动的基础。意识形态通常以世界观的形式解释现存秩序，并提供一个理想未来模
式和美好社会的构想，勾画政治交往何以产生并应该如何发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一个阶级
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这物质生产资料的阶
级，同时也是支配这精神生产资料”。因此，不必对这个尽管熟悉但远离我们已久的词汇的害怕，也
不必再次反感我们生活中受到的意识形态的熏陶。每个阶级总是有其自己用心良苦的理论，来证明统
治的正确性和合法性。与其不能选择你说生活时代的意识形态，不如选择你对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理
解。有思想总比盲目的崇拜要好一点！第三个问题是国家的问题，先省略，下次谈。最后，再来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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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运作。政治如何进行运作，这离不开政治科学。在随后的几个篇章里，heywood从政治互动、
政府机构、政策与绩效等方面对政治如何作用进行了阐述。政治机器要开动起来，必然是在一定经济
社会基础上，通过建立一个稳定、合法的政权组织——它或通过政党，或通过代表或通过运动，使机
器能够转达起来，同时利用法律、司法等体系将机器的各个环节连接起来，通过议会、行政机构、官
僚、军队、警察等共同作用，成为一个整体的形式出现。因此，回到讨论的原点，政治运作最后实质
上是制造、解决冲突，并进行利益调整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着民主和独裁、正义与邪恶、正直与虚
伪，不仅放大了人性，而且丰富了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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