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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构建与民主政治基础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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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的过程也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完善过程，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完善则是民主政治发展

的前提和基础。西方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绝对专制主义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基础之上的。中国国民观念的提升与国家权力的民主化

也应建立在民族国家形成这一基础上。今天的中国，如果一些基本国家制度没有建构好，过分地强调国家权力的民主化会导致社会政

治的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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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默海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 国家构建   民主政治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state-building is also the process to form and perfect a modern nation-state,which 

lays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c politics.Western democratic politics came into being after 

absolutism was built over modern nation-state.The promotion of a national concept of Chinese and the 

democracy of national power should also rely on the accomplishment of a nation-state.Excessive emphasis on 

the democracy of national power without proper fundamental national systems in today’s China will lead to 

social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 in the country. 

Key words： state-building   democratic politics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简简简简介介介介: 李默海（1971-），男，河南台前人，法学博士，山东工商学院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延安大学中共党史研究院

特约研究员。

引用本文引用本文引用本文引用本文:   

李默海. 国家构建与民主政治基础的确立[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28(5): 42-46. 

LI Mo-Hai. State-building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Democratic Politics[J]. Journal of Jisho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2007, 28(5): 42-46. 

[1] [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任军锋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88. 

[2] 刘北成.论近代欧洲绝对君主制[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1）. 

[3] [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M].盛葵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4]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5] [希腊]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M].叶林，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6] [英]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7] [美]邹谠.西方政治理论与中国政治学[A].中外文化比较研究[C].北京：三联书店，1988. 

[8] [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胡宗泽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9] [美]肯尼斯·米诺格.政治学[M].龚人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 



[10] 顾准.顾准文集[C].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11]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 卫欢. 中中中中国国国国公民社公民社公民社公民社会会会会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的政治功能的政治功能的政治功能的政治功能[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32(4): 82-85.

[2] 朱志德. 论论论论社社社社会会会会主主主主义义义义和和和和谐谐谐谐社社社社会会会会思想的思想的思想的思想的时时时时代先代先代先代先进进进进性性性性[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31(3): 50-53.

[3] 刘国华. 论论论论毛毛毛毛泽东泽东泽东泽东、、、、邓邓邓邓小平社小平社小平社小平社会会会会主主主主义义义义民主政治思想民主政治思想民主政治思想民主政治思想[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28(2): 145-149.

[4] 宋惠昌. 从从从从人治到法治人治到法治人治到法治人治到法治: 现现现现代政治文明的代政治文明的代政治文明的代政治文明的历历历历史史史史发发发发展展展展[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24(1): 87-93.

[5] 黄大熹, 陈宏平. 中共第三代中共第三代中共第三代中共第三代领导领导领导领导人的社人的社人的社人的社会会会会主主主主义义义义文明文明文明文明观观观观探微探微探微探微[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 22(3): 7-9.

版权所有 © 2012《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通讯地址：湖南省吉首市人民南路120号《吉首大学学报》编辑部 邮编：416000 

电话传真：0743-8563684 E-mail：jsdxxb@qq.com 办公QQ：44134225 

本系统由北京玛格泰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设计开发 技术支持：support@magtech.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