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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政治学基本理论建设促进政治发展和政府管理研究———“中国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学术
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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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5月11日至12日,国家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政治学
基地、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召开了全国性的“中国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学术研讨会。
会议主要围绕基地建设和学科建设展开。现对会议形成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政治学科的发展现状和前瞻性问题。对此专家们进行了分组讨论,大家普遍认为,政治学科的发
展表现在: 

(一)基于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和政治学科研究的深入对政治学学科体系提出的新要求,政治学学科体系得
以逐步扩展和完善。政治学学科基础理论正在向管理学、心理学、经济学转变,原有学科已经横跨政治学
和公共管理学两个一级学科。而且,原有的学科研究领域进一步分化,形成了重要的分支研究领域,这些领
域实际上已突破了原有的学科体系,正在组成新的政治学学科体系。 

(二)政治学的学术研究趋于深入,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和发展。政治学已经形成了多样化的研究体系,如
以利益关系和政治关系为基础,以政治行为、政治体系、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学体系;
以政治过程为特点的政治分析体系;以政府政治和非政府政治构成的政府政治学体系等。此外,政府理论
研究、经济政治理论研究、政策科学研究等取得了重大进展,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 

(三)更加重视对现实政治的研究。在对政府体制改革的研究、对基层民主的研究、对权力结构和社会利
益结构转变的研究、对事业单位改革的研究、对非政府组织的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政治学学科建设和政治学研究虽然取得了重要成就,但相对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的发展来说,政治学科
的发展还具有某种滞后性,其发展和建设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在政治学基本理论研究方面,尚存在如下不
足: 

(一)对于邓小平政治学说的专题性研究尚欠深入; 

(二)政治学基本范畴研究也欠深入,学科理论的研究成熟程度不够,对于一些专门理论如政治冲突和整合
理论、公民政治权利理论、选举理论、对策理论等的研究还几乎处于空白,另一些专门理论如政治合法性
理论、行政效率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也只是刚刚开始; 

(三)对于中外政治思想的研究深入程度不够,缺乏有力度的深刻分析,缺乏新的分析角度和途径; 

(四)政治学理论的研究范围有待扩展,中观和微观层次的理论研究、社会和公民生活领域的政治现象的理
论研究,都还没有成为政治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在政治学研究方法创新和运用方面,也存在不足,主要是:仍然以传统的哲学方法和历史方法为主,从而使
政治学理论缺乏新的研究范式和有效的解释力;对于20世纪以来西方政治分析方法缺乏应有的深入分析和
把握;不能够主动地采用相关学科的新方法来推动政治学方法论创新;政治学科本身很少依据特定的研究
对象而创造属于自己的独特研究方法,其他学科研究方法正在向政治学科渗透。但政治学科却无力以自己
的研究方法向其他学科渗透,而且,对于其他学科渗透过来的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适用性缺乏深入分析,
出现了方法论上的盲从现象。在政治学研究服务于社会主义政治实践方面,由于学科理论内在的价值性和
经验性的有机结合程度不高,原则性和应然性理论和设计性、操作性、实然性理论的结合有相当距离。学
术研究对于社会政治实践关注不够全面深入,研究途径和方法的科学程度不高。因此,我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和政治发展过程中许多应该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和回答。除了上述不足,政
治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建设薄弱和资源配置不足的问题也很突出。 

二、关于政治学科发展趋势问题。与会专家认为,这一新趋势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将出现新的变化。一方面,政治学科的研究领域将不断扩展,政治规则、政治责
任、权利政治、政府基础、社会利益群体、选举政治、政治社团、非政府公共组织、社区政治、全球
化、人力资源开发、公共政策、行政效率、公共组织变迁等,会成为新的分支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政治学
的学科领域与其他学科会发生交叉融合,从而形成新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
政治伦理学、地缘政治学将会逐步系统深入,而数量政治学、经济政治学、制度政治学、治理政治学等交
叉学科也会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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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学的理论研究逐步呈现深入发展的特点。具体体现在:关于邓小平政治理论的研究会进一步深
入;政治哲学的研究会成为政治学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政治哲学的专题研究如民主、法治、自由、人
权、公平、正义、效率等等,将会成为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政治学理论的研究范式将得到转换,逐步
形成原创性、独特性和本土性的政治理论,并将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会逐步丰富和更新,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将得到深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指
导下,分析、批判、借鉴、吸收西方政治分析的角度和途径,并逐步构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分析方法体
系。另外,实证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将得到提高;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将得到更大的重视和进一步
的发展;政治学的基础性研究将继续取得进展;比较政治的研究也将获得发展。 

三、关于政治学科的研究课题问题。大家一致认为,政治学科的研究课题,可分政治发展研究和政府管理
研究两个方面。在政治发展方面,重点研究的现实性和前瞻性问题包括: 

(一)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问题。有的专家把政治发展的动力概括为直接动力和间接动力。前者是指人民
群众对政治发展的要求,后者是指经济的发展。 

(二)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问题。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问题,讨论中出现了几种不同意见,有的专家把
它概括为一句话,即如何由官管民,变为民管官;有的专家提出社会民主与政治民主的关系问题,如社会民
主与政治民主的界线问题、社会民主的作用、社会民主建设是否需要政府引导等问题是政治发展的核心
问题;还有的专家把执政党的的功能问题、执政党的执政方式、执政党与人大的关系、执政党与政府之间
的关系问题作为当今中国政治发展中的核心问题;有的专家从宏观上指出,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中
国政治的关系和权力关系以及中国政治的运行状况等。 

(三)经济全球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以及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模式问题。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政治发展必然
会产生促动力量,于是产生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问题,如社会主义政治价值和政治文化,政治稳定,政治合
法性,人权和公民政治权利,社会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变化调整及其所产生的政治效应,社会利益群体的
政治协调,社会体制结构性调整和政治管理权力结构的调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进一步
完善,依法治国的进一步贯彻落实,选举制度的完善,民族地区政治稳定,反腐败问题,祖国统一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都从不同的角度表明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复杂性。 

在政府管理方面,专家们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构建中国的政府理论问题。专家提出,要力求从政府的性质、目的、政府规范、政治结构、政府职
能、政府行为、政府管理绩效等方面入手,在总结概括中国政府管理模式及其与国外政府管理模式的比较
方面,通过实证研究,考察中国政府管理模式的变化,分析中国政府管理模式的发展趋势,建构当代中国政
府管理模式变化发展的理论架构,形成自己的政府理论。 

(二)政府管理的技术手段问题。包括:政府如何管理网络,政府如何利用网络提高政府管理效用;政府形象
设计;政府公共关系;公共政策管理和政策调控模式;政府绩效管理技术;政府效率评估方法;等等。还有专
家提出了要加强政府成本研究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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