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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政治学》

内容概要

李景鹏，辽宁省辽阳市人，1932年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学理
论与方法、中国政治发展、中国公民社会等领域的研究。现任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主要
著作有：《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纲要》《政治管理学概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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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政治学》

作者简介

这是一本运用权力分析的方法，研究政治学基本问题的著作。作者试图运用一种新的动态的研究方法
，揭示各种政治现象的本质特征。作者紧紧抓住“权力”，即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这个概念作为其
理论基石，构筑了权力分析的基本理论框架，系统阐述了政治权力主体、政治权力行为、政治权力关
系和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等基本理论概念。本书还运用权力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
机制给予了深刻的解析，既是一本严谨的政治学理论教科书，也是对中国的政治现象进行辩证分析的
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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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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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政治学》

精彩书评

1、考研参考书一轮复习已经接近尾声，不过现在时间好像有点紧，最近看完的是北大李景鹏教授的
《权力政治学》，据说不是很重要，但感觉这本书写的很有水平。虽说字数不多，但却包含了大量的
信息，且逻辑严密，只读一遍恐怕还难以对这本书有很好的把握。不过现在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要抓主要矛盾，这本书只好先放放了。正如书名所显示的那样，本书的理论框架是以分析政治权力的
运动为核心，主要内容涉及到政治主体、政治行为、政治关系、政治机制四个方面。政治的本质是本
书首先论述的内容，“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在论及此问题时经常引用，作者在论证其合理性
的同时，也指出其也受到当时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政治实践的束缚。其实这就涉及到关于阶级及阶级斗
争在政治中的作用的问题，很多学者都已经涉及到对政治概念的反思，因为政治生活通常是丰富多彩
的，政治的本质并不能代替政治。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自己关于政治的定义：政治是发生和运行于
上层建筑领域中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是某些特定的社会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方式和由此结成
的特定关系。这个定义涉及到的正是政治的三个要素，即政治主体、政治行为和政治关系。政治主体
是政治权力的载体，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具有政治能动性，这种政治能动性首先体现为政治环境的
感受能力，第二层表现就是主体的政治意识，第三层表现是主体的政治意志，第四层表现即是政治行
为的产生。这里主要指自觉的政治行为，即那些基于对于政治关系本质的认识而产生的具有明确目标
的政治行为。就政治主体的具体内容而言，则主要包括国家、政府、阶级、政党、民族和个体及其他
，这里要区分国家和政府，从性质方面说来，国家概念是从政府活动及其结果中抽象出来的，即是说
正是通过各政府机构的活动及其产生的社会效果，才体现出公众权力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性质来。但
两者区别也很明显，政府只是国家的一部分，国家是作为政治统治的工具，而政府则可以简单地看作
是政治管理的工具。政治行为是政治权力的运行方式，通过政治行为，可以使权力的支配从可能性转
化为现实性，用本书所喜欢运用的术语来说就是，将权力势能转化为政治动能。政治主体的能动性是
通过政治动机、政治决心、以及经过采取决定阶段等过程转化为政治行为。政治行为的特性还在于政
治行为的自主性和对客观规律的依赖性，政治行为和政治主体互为源泉。政治行为模式主要包括政治
支配、政治统治、政治管理、政治参与、政治斗争、政治竞争、国际政治行为等。具体而言，政治支
配方面，包含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的政治支配，前者又包括威慑性、法律性、行政性、控制性的政治支
配，后者又包含权威性、影响性、协议性、奖酬性、蒙蔽性、情感性、诱导性、渗透性的政治支配。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把权威理解为非强制性的作用，当然他也承认存在强制性的理解，但作者
着重指出，权威更多的是将强制力量作为后盾，也就是说只有在权威不被认同时才会运用强制力量，
而这时权威也就不再存在，而变成赤裸裸的强制力。另外在书中还能找到的概念辨析还包括政治斗争
和阶级斗争的区别，显然前者外延大于后者。同时，作为阶级斗争高级形态的政治革命，充满了各种
形式的政治斗争，这既包含了阶级斗争，也包含了非阶级性质的斗争。政治统治行为、政治管理行为
和政治参与行为在其他一些政治学著作中通常会得到重点论述，前者通常是指阶级作为政治主体的政
治行为，中者则是政府对社会的管理行为（当然也包含了对政府自身的行政管理），后者则主要是公
众对政治生活的参与。政治关系是政治主体之间的一种本质联系，显示了政治权力的运行轨迹。它具
有客观实在性，这是常常被忽视的。政治关系的主要模式主要包括了政治统治关系、政治管理关系、
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权威与服从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以及政治斗争中各方的关系。政治
机制表现的是政治权力运行的原理和总体上的运行状况，它所要解决的是通过对政治现象相互作用和
相互制约的分析，描述出政治权力在政治主体、政治行为、政治关系相结合中所体现出的特性。值得
一提的是，作者在政治机制举例中详细分析了我国由党领导的双轨制，将人们日常生活中能够体会到
现象用理论语言表述出来，更显深刻。另外，对腐败的分析也是政治学著作中比较少见的，特别是近
年来的政治学专著中更是如此，可见政治理论研究领域对现实政治现象的探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终于打完上面这些文字，实在惭愧，这一篇与其说是读书笔记，不如说读书摘要，很少有我自己总结
的东西，更多的是转引原书的文字，这主要是我对本书理解不够使然。或许是读的不够仔细吧，但更
多的是自己的文本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还亟待提高，近乎疯狂的读了近四年的书，该到了反思的时候
了，为什么我读书数量远大于读书的收获，将是考研过后需要着重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权力政治学
》作者：李景鹏目录：第一章 绪论第二章 政治主体第一节 政治主体的基本特征第二节 政治主体与政
治权力第三节 作为政治主体的国家第四节 作为政治主体的政府第五节 作为政治主体的政党第六节 作
为政治主体的阶级第七节 作为政治主体的民族第八节 个别政治主体第九节 其他政治主体第三章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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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政治学》

行为第一节 政治行为的特征第二节 政治行为的心理基础第三节 政治支配第四节 政治斗争第五节 政治
竞争第六节 政治统治行为第七节 政治管理行为第八节 政治参与行为第四章 政治关系第一节 政治关系
的基本特征第二节 政治关系的主要模式第五章 政治机制第一节 政治机制的基本特征第二节 政治主体
的结构与功能转化的机制第三节 政治行为的机制第四节 政治机制举例之一：我国党的领导权力的运
行机制第五节 政治机制举例之二：民主的运行机制第六节 政治机制举例之三：政治发展中导致政治
权力蜕败的演化机制结语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  200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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