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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与民主合法性》

内容概要

《选举与民主合法性》所探讨的主题是，在西方政治语境下选举与民主合法性形成之间的关系问题。
当民主不具有合法性时，民主的含义不包括选举元素；当民主获得合法性时，选举元素植人到民主之
中，井逐步成为民主的核心构成要素。《选举与民主合法性》认为，从历史角度来看，选举是现代民
主获得合法性的工具。选举促使民主合法性形成的逻辑是，它一方面让大众知道民主的好处而要求和
争取民主，另一方面能够减少精英对民主（直接民主）的坏处的忧虑。投票权的扩大及其政治后果，
满足了大众维护自身利益、表达群体认同的需求；选举的规范性诉求—择优，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直
接民主的不利影响，所以，思想家们把选举元素引入到民主概念之中，不断提高选举在民主中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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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严海兵，政治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
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比较政治、选举与政党政治、当代中国政治，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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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导论 1.1问题缘起：民主具有合法性吗？ 1.2概念界定：何为民主合法性？ 1.3研究假设：选举与
民主合法性的关联 1.4篇章结构与研究方法 1.5小结 第2章民主合法性的研究路径 2.1民主合法性研究的
现状 2.1.1审议与民主合法性 2.1.2欧盟与民主合法性 2.1.3政治转型与民主合法性 2.2民主合法性的形成
：一个被忽视的视角 2.3小结 第3章投票与认同：民主合法性的社会基础 3.1民族国家构建与认同危机
3.1.1民族国家构建中的认同危机 3.1.2非制度的解决方案及局限 3.2投票：从特权到平等权 3.2.1投票权平
等化的过程 3.2.2去特权化的一个例证：贵族的衰落 3.3投票的政治化与民主的国家化 3.3.1投票的政治
化 3.3.2民主的国家化 3.4民主国家认同：投票整合的政治后果 3.4.1投票的整合功能 3.4.2投票行为的同
质性 3.5小结 第4章择优与自利：民主合法性的观念建构 4.1自利的合理化 4.1.1伦理政治时代 4.1.2马基
雅维里之后 4.2边沁：用民主选举联结自利与公利 4.2.1代议民主观念的产生 4.2.2边沁的民主观 4.3密尔
：作为自我完善的民主择优 4.3.1从自利到自我完善 4.3.2民主式择优 4.4民主是择优的方法：韦伯与熊
彼特 4.4.1韦伯：领袖民主 4.4.2熊彼特：以选举界定民主 4.5小结 第5章结论：作为民主合法性工具的选
举 5.1研究总结 5.2超越选举 附录 参考文献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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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吉尔平的概括，抓住了民族国家特征的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国家性”(stateness)和“民族
性”(nationness)。前者对应着吉尔平所说的民族国家的前两个特征，它是对国家的治理结构和政治权
力运行方式的描述，属于民族国家特征的客观面向；后者对应着吉尔平所说的第三个特征，它所描述
的是被统治者对国家共同体的态度、情感和心理取向，可以称为民族国家特征的主观面向。传统政治
单位经过合并、重组和现代化改造，获得国家性和民族性的过程，就是民族国家构建(nation-state
building)的过程。国家性的需要，是由国家任务所决定的。为了让国民服从，就需要建立强大的中央
机构，掌握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权，控制社会中的潜在暴力，防止可能出现的各种过激行为；为了维
持行政管理和抵御外部威胁，就需要保持国家的财政开支，进而需要监督经济生活、安排财富流动和
掌握一部分国民收入。蒂利以正式的自主性(autonomy)、与非政府组织的差异性、集权化和内部机构
的协调作为衡量国家性的标准，认为1500年以来的欧洲表现出一种国家性增长的总体趋势：16世纪是
国家性显著提高的时期，17世纪是国家缔造的疯狂时期，18世纪是（国家性）巩固的时期，19世纪
和20世纪早期是那些在1800年还存在显著差异的政府逐步趋同的年代。 民族国家构建的另一个重要特
点是，以民族性来构建国家认同。按照日常使用和学术讨论的情况，“认同”(identity)主要指涉三种
不同的含义：第一种含义是“同一、等同”，指某一事物与另一时间和地点之另一事物为相同事物的
现象，这主要出现在哲学讨论中；第二种含义是“确认、归属”，确认是指一个存在物通过辨识自己
的特征而把自己与他物相区别（这个意义上的identity也译成“身份”、“特性”），“归属”是指一
个存在物通过辨识自己与他物的共同特征而把自己与他物联系起来；第三种含义是“赞同、同意”，
这带有明确的“主观选择”的色彩，比如“政党认同”(party identification)就是指一个人对一个政党及
其政策的赞同和支持。我们所说的国家认同，主要取“认同”的第二种含义，即个体或群体在情感上
和心理上对于国家的归属，或者个体或群体对自己归属于某一个国家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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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选举与民主合法性》所探讨的主题是，在西方政治语境下选举与民主合法性形成之间的关系问题。
当民主不具有合法性时，民主的含义不包括选举元素；当民主获得合法性时，选举元素植入到民主之
中，并逐步成为民主的核心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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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虽然作为一篇博士论文实在有点水，但比起王威海的教科书还是通俗易懂。GRE做多了脑子就塞住
了只能写issue不会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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