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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往开来,开创中国政治学研究新局面——在“纪念中国政治学会成立20周年暨基层民主建设与社
会发展研讨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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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学会于1980年12月在北京成立,至今已经20年了。今天我国政治学界的同仁欢聚一堂,共同庆祝
中国政治学会20岁诞辰,并举行关于“基层民主建设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这是我国政治学界的一次
很有意义的重要活动。这次庆祝活动和学术研讨会是中国政治学会和深圳市龙岗区委、区政府、中山大
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联合召开的,这次大会能够顺利举行,是和深圳市和中山大学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大力
支持和辛勤劳动分不开的,请允许我代表中国政治学会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中国政治学会的成立是我国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政治学本来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的基础学科之一,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政治学研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建国后由于认识上的偏
差,错误地用阶级斗争学说简单地取代了整个政治学研究。1952年院系调整取消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
治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几乎完全停顿。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
同志制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深刻地总结了思想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1979年3月在理论
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
需要赶快补课”①。正是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倡导下,经过胡乔木同志的积极推动,我国的政治学研究才
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继中国政治学会之后,全国许多省、市、自治区的政治学会相继成立。许多大学
也重新设置政治学专业,开始招收本科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也于1985年
正式建立,并开始出版《政治学研究》等专业学术刊物。20年来我国政治学的重新恢复和发展,是在邓小
平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可以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的关怀和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中国政治学今天的局
面。 

20年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是全国政治学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中国政治学会作为
全国政治学界群众性学术团体也对此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概括地说,这些年来的成绩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
几个主要的方面: 

第一,完成了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重建。由于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停顿了20多年,学科建设几乎要从头做
起,百废待兴,其困难可想而知。因此,在恢复初期,政治学界首先关注的是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借鉴、
吸收和参考国内外的经验,构建符合实际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研究讨论,大家在政治的含义和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等问题上摆脱了过去的那种简单片面
和狭隘的理解,认识更加深入并趋向科学,在新的基础上开始建立更加完善的新的学科体系,并大大拓展了
学科研究领域,充实了许多新的学科研究内容。中国政治学开始以新的面貌出现,作为一个学科基本上实
现了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逐渐与国际水平接轨。这就为中国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中国政治学的恢复与重建,正值中国社会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转折时期。随着
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整个社会其他方面的改革也逐渐提上日程。邓小平同志在高瞻远瞩地指导中国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就已经把政治体制改革通盘考虑在内了。他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
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②又说:“为了适应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③中国政治学研究恢复以后,始终紧密联系中国的实际,为当时的政治
体制改革的需要服务,研究探讨了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关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如政治体制的概念
和内涵,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基本内容和目标,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和主要问
题,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以及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和干部制度改革,党政分开,政企
分开,行政机构改革,反对腐败等等。政治学界的不少学者还先后参与了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制订或咨询
工作,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建议和意见。这些都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三,中国政治学在恢复后的20年中取得了很多科研成果。除了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大量文章外,出版的
政治学专著在200种以上,其中有不少著作具有相当高的学术质量和较大的社会影响。例如,在政治学理论
方面,我国政治学研究工作者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借鉴国外政治学的研究成果,
结合中国实际,对政治学的一些基础理论问题作了新的较系统、深入的探讨,完成了一批关于政治学原
理、基础理论的专著和工具书,其中包括众多学者参加编撰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在当代中
国政治的研究方面,着重探讨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和特点,特别是有关社会主义民主
建设的种种问题,如我国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协商制度、基层民主、民
族区域自治、人权保障以及一国两制等等。这些与现实政治密切联系的研究成果,对党和国家为进一步完
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所采取的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支持。此外,在中国政治制度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方
面,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近些年来陆续出版的一些多卷本著作,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
价。对西方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国际政治学的研究也十分活跃,成绩斐然,特别是翻译出版了大量国外
政治学著作,这对于了解国外政治学的发展,吸收和借鉴其有益的研究成果,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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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恢复和重建后的中国政治学无论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都比过去大大前进了一步。以往研究较少
的一些薄弱的学科开始得到重视和加强,特别是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行政学作为广义政治学的一个
独立分支学科发展迅速,在学科建设和研究成果上表现突出,成绩卓著,已成为近年来社会科学中最热门的
新兴学科之一。此外,政治学研究改变了过去单学科研究的陈旧路子,开始走向多学科、交叉学科研究,形
成了一批跨学科、边缘学科的新的研究领域,大大扩展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在研究方法上,也趋向于多样
化,除了人们习惯的传统的研究方法外,广泛吸收、借鉴和运用当代国外政治学研究的一些新方法以及当
代科学发展中其他学科的新成就,使我国政治学研究呈现丰富多彩的局面。 

第五,也许是最重要的是,经过20年的努力,已形成一支有相当实力的政治学研究和教学队伍,初步解决了
政治学人才短缺、后继乏人、青黄不接的困难状况。目前,除了一些政治学前辈老学者焕发青春,继续活
跃在学术界之外,一批政治学本科生、硕士、博士走上了工作岗位,在政治学研究中崭露头角,脱颖而出,
做出了很好的成绩。这些富有朝气、思想敏锐的年轻的研究力量,将担负起发展中国政治学的重任,是21
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希望所在。 

以上只是非常简略地列举了中国政治学恢复以来所取得的主要成就,20年来几乎从白手起家开始能达到目
前的规模和水平,确实是不容易的,应该说邓小平同志交代的政治学要赶快补课的任务已基本上完成了。
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民主国家的需要相比,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还有相当大的差
距,与改革开放以来其他某些社会科学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相比,政治学的发展也还是比较
薄弱和滞后的。为了把中国政治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还需作更大的努力。 

在即将进入21世纪时,中国政治学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进一步改革
开放所引起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国际上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加紧进行等等,
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中国政治学者去研究解决。这是发展中国政治学的大好机遇,只有成
功地应对了挑战,才能更上一层楼。我以为,中国政治学研究要继续健康发展,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这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唯一正确方向。
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加强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和马克思主
义的政治哲学。要大胆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努力争取在理论上有新的突破。 

第二,理论必须密切联系实际,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
题为中心,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当前,中国政治学应把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任务作为研究的重
点。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
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
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法治国家,应该成为近一个时期中国政治
学研究的主题。 

第三,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开展自由的学术讨论,鼓励不同学术观点的发表,营造活跃的学术氛围。
同时要提倡严谨的学风和精品意识,力求产生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对于一些敏感的政治学问题,仍应本着
“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原则处理,不回避研究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第四,要重视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并及时地做出新的回答。要努力把握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跟上国际政
治学发展的步伐。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和需要,吸收、借鉴和利用国外政治学研究的成果和新方法,同时又
要防止“食洋不化”,照抄照搬,尤其要反对盲目崇拜西方政治学,反对西化和自由化。 

总之,中国政治学经过20年的恢复与重建,已经具备较坚实的基础,只要沿着正确的方向扎扎实实地走下
去,必定会有更加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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