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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作者简介

王亚南，精通德语，中国政治学很有名望之学者，著有《政治营销学》《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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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精彩短评

1、带有很强的批判色彩，很多见解在我看来一针见血，独有见地，让我恍然大悟，并且在书中毫不
避讳对于另外一些史学大家的异见。
2、诸君可同时阅读刘泽华等人撰写的《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一书，该书踵武王亚南先生的《中国
官僚政治研究》，是一本优秀的史学著作。
3、真的很差
4、清华书店
5、满怀期待，一腔失望，意识形态味儿太浓了！
6、字字真金，鞭辟入里，入木三分，抚昔追金，变实未变
7、振聋发聩的小书，孙越生先生作的序也值得一读。
中国历史、社会的特点当然值得重视，但是应该到何种程度？
国粹思想的极致终究是可笑的。
8、希望能交换阅读
9、论断虽有时代印记，但仍鞭辟入里
10、大二脑残选了这个课。。还写了个读书报告呢！
11、fgdfg
12、差不多看完了，是看《奇迹的黄昏》的时候知道的，因为对引用的那个结论很感兴趣就看了。内
容不错，可读性也不错，值得一看。
13、跨学科；全面。
14、当时，在《中国社会》这门课上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一起读的，但是，个人认为这本书的深
度是《乡土中国》无法企及的
15、可以读很多边的书。
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是骗子。。。。。。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子。
16、非常深刻，历史连在一起
17、意识形态色彩太强，问题不少
18、堪称经典的政治学著作。
19、作者对钱穆矛盾这么大。。
20、若研究官僚政治，不可不看。
21、王亚南这部马克思主义传统批判著作，虽然从西方现代政治学里吸取了一些资源，但总体上还依
然是传统批判性作品，晚清以来，对于秦政/专制主义的批判，为现代政治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这
部著作中，王亚南延续了这个思路，不过他也借鉴了西方关于官僚制的研究，认为在封建社会崩溃后
，需要官僚政治来支撑新的政权。这正好与晚清思潮混合在一起。不过，将官僚政治与秦汉之后的封
建社会进行混合论证，可能与本书开篇的理论有所矛盾。
22、读完钱穆的《国史大纲》，再来读王先生的这本书，有些鸡同鸭讲的味道，虽然两人都谈到中国
古代制度，王先生甚至还把钱先生作为批评的靶子，可是貌似关公战秦琼，不在一个点上。各有史实
，各自不同，或许是两人对中国古代史的态度不同吧。接下来准备看《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再看
看外国人的态度。
23、看完序言差点不想看了
24、政治营销学推荐书目，不错，写的没有吕思勉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好
25、最难忘的事情之一是老版竟然被我找到了，想起来都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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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精彩书评

1、王亚南论官僚政治——蠹鱼笔记（1）□/徐强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
，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
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蠹鱼案
】王亚南先生认为，研究官僚政治，可以从“技术的”和“社会的”两方面入手。所谓“技术的官僚
政治”，乃是指形式上的官僚主义作风，在一切设官而治的社会里，这种作风都会或多或少、或轻或
重地存在，很难根治，只能把它的流弊降至最低限度。“社会的官僚政治”，则属于体制性质的弊病
，它是作为专制政权的“配合物”或“补充物”而必然产生的。在这个意义上的官僚政治，并非万寿
无疆的政治形态，而只能存在于某一历史阶段，“专制政体不存在，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看的官僚政治
也无法存在”，专制政体被推翻之日，就是官僚政治寿终正寝之时。《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是
王亚南先生为了回答英国李约瑟教授的提问而耗时5年写出来的专著。该书初版于1948年10月，至今读
来仍然发人深省。“文 革”期间，王亚南先生惨遭迫害，于1969年11月在上海华东医院含冤而逝。这
位《资本论》的翻译者，曾在病床上说：“过去一位学者说过：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
，一种是骗子。我看上海就有专制制度的味道，上海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子。”他希望临死之
前能“看一看这出戏的结局，看一看几个丑角的下场”，可惜老天爷太残酷了，竟然忍心让这位才华
横溢的学者死不瞑目。
2、　　这书讲了中国官僚制度的由来。 　　 　　前言他人做的序中，有一段如何防止官僚制度腐败
的5层次模型，非常精辟。比如，最低层次，就是向往明君贤臣，亲政爱民。倒数第二低级的是是杀
过份的或者暴露的贪官。第三层次是调任官员，防止坐大，第四层次是君主立宪。最高层次，是法制
、议会制度。 　　 　　可惜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还是在表彰那些先进**，以及8R8CH，这说明我们的
主流层面还是在最低的层次来反腐。辅之以抓贪官。
3、第一次读王亚楠《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不是很理解，因为一想到官僚政治就想到历史上的压迫人
民的官，说更直白就是他们都是坏蛋，都是压迫阶级！！！后来看了德国历史学家韦伯的文章，我对
官僚政治有就新的了解，他把官僚政治看成历史上的社会组织，没有了阶级色彩了。但为什么要有官
僚政治呢？我觉得在封建社会可以理解为皇帝管理人民的工具，但也可以解释为因为社会发展了，人
与人之间需要社会组织作为纽带进行管理的结果，就前一观点可能是王亚楠的观点，因为他认为官僚
政治就是社会的特权阶层，是要结束的，是要从官的阶段发展到人民的阶段的，我不能说他说的不对
，我仅仅说人们对事物的着眼点不同罢了，后一观点我认为是官僚政治出现的主要原因，因为社会发
展了，就必须要有人来管理，有管理就要形成一定的组织结构，可能是在封建社会这种组织结果被封
建统治者利用作为自己统治的工具了，所以形成了表面是所谓的官僚政治这个有中国特色的词眼。但
就其实质来说官僚政治应该属于社会组织，从官的社会结构到人民的社会结构应该是社会对社会结构
的认同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当然来自于平等，自由，博爱的思想了，因此我的看法是只要社会在
发展，我们就需要社会组织，只是我们把带有奴役思想的官僚阶层打破，用人民大众代替，官僚政治
就会发生不一样的内涵。所以我们现在社会要想摆脱对人民的奴役，就要打破官本位的思想，让人民
觉得官就是人民的代理人，是人民行使社会功能的公仆。可惜的是现在社会公务员考试一年比一年热
，是人愿意当人民的公仆，还是人们愿意当人民的老爷思想在作祟，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反思了？
4、书很薄，170多页，想要纵论有上千年历史的官本位文化是不可能的。更何况作者还颇花了点笔墨
介绍欧洲官僚主义的产生并试图和中国官僚制度作比较。就像我小时候的偶像郑渊洁老师说的那样“
道理其实就那么多，就看谁先明白了。” 很不幸的是，当权者总是率先明白的那一批人。然后再在学
术界、思想界甚至教育系统灌输其正统，在古为天道，在今为和谐社会。“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
，则一而已。”书中对钱穆的历史观很不感冒，多次拿来作为批判对象。在钱穆看来，秦汉以来的官
僚很好的成为天子和庶民的桥梁，清之前，官僚并非完全只对天子负责而在某种意义是对天子权利之
制衡，因此并不成为专制制度。因为成书于48年，修改于50年代，因此还是很乐观的相信，一旦人民
群众被动员起来了，普遍参与了，延续2000年的官僚制度必将寿终正寝。不知道是为了逢迎毛的大民
主还是其真实所思。然而历史并不乐观，作者临终遗言如下：“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
，一种是骗子。。。。。。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子。”Ps，这张图蛮配的
。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29822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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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章节试读

1、《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笔记-第1页

        一、论所谓官僚政治
官僚政治指权力掌握在官僚手中。官僚政治在技术上意义上可以存在于历史的所有时期，在社会上意
义上只能存在于某一历史阶段。这一历史阶段是封建贵族向资产阶级民主制过渡的君主专制阶段。

二、官僚政治在世界各国
分论官僚政治在英法、德俄。

三、中国官僚政治的诸特殊表象
延续性：延续时间悠久；包容性：涵盖诸多社会经济领域；贯彻性：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文化心理
结构有诸多影响。

四、中国官僚政治的社会经济基础
中国专制官僚社会不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社会。中国官僚政治的基础是地主经济封建形态，是以赋税形
式收归农奴或农民的剩余、然后再以俸禄发放给官吏的形式。

五、官僚、官僚阶层内部利害及一般的官制精神
官僚阶层或者所谓的士大夫阶层与农民是根本对立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帝王在设置政务的时候都需
要试图做的：a）让一般臣民自卑、安于现状；b）平衡各部门官僚势力；c）官僚的再生产，让优秀人
民进入官僚阶层。这将官制分为了三个部分与之对应：A）官职、官品、官禄；B）官吏权责分划；C
）官吏任用程序。

六、官禄政治与儒家思想
在政治思想中，儒学地位突显是因为儒术“最便于专制”。儒学思想又三大可以利用的内容：a）天
道观念；b）大一统思想；c）纲常教义。

七、官禄贵族化与门阀
因为中国传统中的宗法思想，官僚越来越带有贵族品质。汉末至唐初的官僚政治贵族化色彩特别强。
直到唐两税制和科举制的拨乱反正。

八、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一大杠杆——两税制
唐至清中叶，中国官僚社会高度发展。中古的衰落并不是全面的，因此不因对隋唐的迅速崛起感到突
然。唐经过尝试，在经济上的设立两税制，在思想和官吏任用上的科举制，和对外武力上的府兵制的
制度设计对于唐的兴旺有诸多作用。
田制税法反映的是官僚阶层内部的倾轧，在魏晋南北朝，剩余主要被豪强占据。北魏至唐的均田制实
则是分给无业农民土地来增产，为官僚政治的运行提供剩余。但是在税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豪强会
继续通过违法收买等手段，对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造成破坏。
唐时，流通经济已相当发达，不可能再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两税法承认中央政府垄断土地已经不可
能，承认土地兼并，以资产为课税对象，简化征税手续。

九、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二大杠杆——科举制
九品中正制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这就限制了帝王的赏罚权力，违背了官僚政治
能者在位的传统口号。这些士族往往畅谈玄学，发展无政府主义、反治道、反儒学的思想。同时九品
中正制还阻隔了民与官阶层的流通，激化了对立。这些流弊要求隋唐要对官吏任用制度进行改革。
唐代科举分为乡贡试、生徒试和诏试，其中诏试不定期举行。不入学馆者皆须从乡贡试，这体现了其
制度的平等。但是门阀势力妨碍了科举制的发挥，学校与一般的科举相辅而行，是为了保持贵族对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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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区别。唐的科举制仍不够适应当时活跃的政治文化局面。
宋以后取士的主要途径由学校转向普通科举。科目逐渐限制单一化，然而恩荫政策一直存在。并且有
非正式的幕后交易。
科举制的内容与所宣扬的选拔人才的目的是完全不相符合的。这一制度的真实目的是将人的思想囚于
一定范式之中，在于将人们的精力集中于做官，模糊逐渐兴起的种族或阶级意识。

十、仕宦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
在中国古代，官、商、高利贷者和地主实则是“四位一体的”，官员通过其政治特权获得社会经济实
利。
专制官僚政治无法阻止商人不做地主、官僚不经商。因为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从市场上取得的利润可
以用作购买土地，再以地主资格做官。国家以赋税形式征收农产品、手工业品，使得一部分农产品、
手工业品被迫进入市场，刺激一般商业和高利贷业。随着盐铁收官，国家经济使得官吏的经济活动合
法化。
中国古代史上贪污十分严重。这是因为在发达的商品经济下，官员的贪欲被无限激发，而严格禁阻他
们满足贪欲的法规又不可能在专制官僚政权下确立。从地方官员来看，为了将繁重的官务做好，必须
招募非定额幕员，这种负担迫使地方官员从地方百姓身上巧取豪夺。京官要通过地方官发财，因此不
得不敷衍地方官，给予他们贿通的机会。最终上下交征利。

十一、农民在官僚政治下的社会经济生活
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农民的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横向上的形态也包容的多，但不能因
此认为农民就是自由的。
与中世纪领主时期的农奴作比较，初夜权、裁判权和移住与婚姻的干涉权上中国农民虽然在法律上享
有了更大的自由。但是现实上所遭受的压制实际上更为苛刻。同时，乡绅地主不能保护他们受其他官
绅的侵害。
中国农民的困苦，从根本上来自他们不像中世纪农奴一样只有一个顶头上司。任何一个封建头目都可
以对他们进行无形的、不确定的、无限制的剥削。
中国的农民具有很强的忍耐力，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儒家政治伦理的催眠效果。农民起义往往是经济
意义大于社会意义的，当一个王朝的商业、高利贷业过度猖獗、贪污横行、农民被迫“游离”，他们
的宗法观念就会淡化，迫于生存的压力而反抗。从本质上说，中国两千年的动力都是农民的而非市民
的。

十二、官僚政治对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影响
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即是中国封建组织长期存续的问题。专制官僚政治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社会
经济关系作为社会存在的界限，生产力不会突破其生产关系的水准。
中国的政治呈现某种周期性的往复，但并未影响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这不全是因为这种结构的顽固
性，还因为当时的政治在变动之中不断加强这种结构的顽固性。
从静态的角度来看，商业规模扩大是一种必然。但是由于商业的的基础是建立在税赋迫使小农经济的
剩余转化为商品上，商业与地权、商人与官吏发生着密切的互动，这对商业发展的前途是一种损害。
劳动剩余被投入强购土地中，使得土地的使用状况更加恶劣，资本得不到积累。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专制官僚政治的包容性和贯彻性催眠了市民阶层，官商勾结导致剩余被用于不生
产的消费和土地。中国古代的市民阶层承担不起建立新政权的任务，但是我们不因由此得出宿命论的
结论：中国专制官僚政治不允许新的社会的孕育。

十三、中国官僚政治在现代的转型
中国官僚政治在现代，将传统的形态与对资本主义新官僚政治的形态结合，比过去更加残酷有力。
现代化的可能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存在，鸦片战争的意义在于松动了专制官僚政治对于新生产方式的包
容性。农业上技术改进、土地商品化；工业上雇佣关系出现；商业上在元代取得了控制都市的力量，
这些都使旧有因素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张力，虽然小农经济基础还顽固存在。
鸦片战争首先暴露的是不同社会的本质，证明了封建官僚社会根本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手。鸦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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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首先改变了中国境内自尊自大的态度，然而更重要的是摧毁了小农经济的基础。小农经济是商品倾
销的阻碍，各列强通过修铁路等“开化”手段瓦解自然经济，进而使纲常宗法失去作用，增加工商业
比例，客观上促进了市民阶级的崛起。
在这种状况下，封建官僚并不彻底覆灭。他们一方面被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所削弱，但有阻碍农村自然
经济的解题。这种态度被列强不希望中国民族工业的想法所利用，因此在太平天国中清廷受到列强的
支持。

十四、传统的就官僚政治的覆败
中国现代官僚政治经历三个阶段：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旧官僚覆败；辛亥革命到抗战前的新旧官僚
交替；抗战后的新官僚的成长。
由于清朝是异族入主中原，民族之间存在猜疑，不可能用改革的办法执行君主立宪。
太平军革命完全是因为生存压力所迫，太平军是反清朝的，但不反对专制的封建官僚政治，最终失败
完全是因为统治阶级都还留有帝王梦。不过，太平天国以后，政治上的离心运动抬头，洋务运动也开
始发展。
戊戌政变是因为甲午中日战争中旧有的政治运行出现了重大弊端，试图改变清朝的统治方式。但是戊
戌变法收到了守旧势力的严重阻挠。最终的失败也导致了顽固势力抬头。
辛亥革命虽然不曾彻底铲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但使得旧官僚政治走下历史舞台。

十五、新旧官僚政治的推移与转化
因为封建经济对民族工业的束缚和国际资本的阻挠，近代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一直没有发展起来，社
会上还存在非常多的士大夫、官绅。他们依附于总统、执政或者军阀，为的是行使其统治榨取的特权
。
长野朗认为，新式大学培养的学生是新官僚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加入国民党国民革命队伍，伙同旧
官僚余孽和归降的旧官僚，以三民主义代替章句、以党组织利用民众、以党员界限作为阶级封锁，形
成了新官僚。但是从旧官僚到新官僚的转变过程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辛亥革命以后南北方经济基础的差异越来越大，北方成为保守势力的大本营，为了打破这种局面，北
伐是必须的。但是北伐的结果是加深这种隔阂。新官僚将金融收归政治管辖，将人民的热情引向“建
设”运动，以训政之名不交换政权，在地方实行保甲。
新官僚是市侩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综合表现，其恶劣程度远胜于旧官僚。另一点
需要强调的是，新官僚并不完全是有支持分子做作而形成的。

十六、新官僚政治的成长
新官僚政治的发展，指的是政治集中把持倾向的强化、贯彻作用的深入。
新官僚主导下的政府再战争动员时是有权有势的人强迫另一些人为民族献出生命和财产，自己却借此
保全、发财。
他们借由战时迅速膨胀的政治权利和口实，任意侵吞政府资产，通过通货膨胀税强征聚敛。这是政治
权力与金融的关系较之以往更加密切了。
官僚政治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其导致内战是必然的。在官僚政治的统治下，经济运行极端无效，甚
至官场的一些风波也会影响经济的波动。最重要的，官僚政治必然导致全社会殖民化，官僚政治的聚
敛不是依靠军火发财，而是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式的剥削。这种统治本身就是在促使战乱。

十七、中国官僚政治的前途
官僚政治将越来越不易存在。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已经被打破，更是因为现代化席
卷下人民思想已经脱离原始愚昧状态。
中国的官僚政治需要人民的革命来彻底剪除。

2、《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笔记-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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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社会的意义上理解官僚政治，就是说在此种政治下，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
夺普通公民的自由，官僚把政府措施看为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像这种社会性的官僚主义政治，是
依存于诸般社会条件，而又为那些社会条件所范围着的，它可能增大前述技术性的官僚作风，却不可
能在技术上去谋求根治。

3、《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笔记-第54页

        最便于专制的儒术，或者当做一种专制官僚统治手段来看的儒家学说，稍微仔细分析起来，就知
道它备有以下三项可供利用的学说：（一）天道观念；（二）大一统观念；（三）纲常教义。这三者
对于专制官僚统治的维护，是缺一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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