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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图）

[ 作者 ] 中共中央编译局 

[ 单位 ] 中共中央编译局 

[ 摘要 ] 俞可平，浙江诸暨人，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现绍兴文理学院）政史专业毕业，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哲学硕士，北京大学政治

学博士。政治学和哲学学科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兼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政

治哲学、比较政治、中国政治、全球化、公民社会、治理与善治。主要著作：《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论》、《当代西方国家理论评析》

（合著）、《国外学者论中国经济改革》（主编）、《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主编）等。 

[ 关键词 ] 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政治学

       俞可平，浙江诸暨人，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现绍兴

文理学院）政史专业毕业，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哲学硕士，

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政治学和哲学学科研究员、教授、博

士生导师。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兼比较政治与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同时兼

任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

学、南京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深圳大学等校研究员或

教授，曾任美国杜克大学、德国自由大学和台湾省东华大学

客座教授，New Political Science（《新政治科学》）中国编

委。曾应邀赴美国杜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俄勒冈大学、

英国的苏萨克斯大学、诺丁汉大学、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意

大利的波可尼大学、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荷兰的莱登大

学、芬兰的土库尔大学、德国的自由大学、海德堡大学、科隆大学、罗斯托克大学、杜塞尔多夫大学、韩国的汉城大学、南非的开普顿大

学、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大学、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大学、布鲁塞尔欧盟亚洲研究所和台湾大学、香港大学等数十所海内外名牌大学或研究

机构作短期访问讲学。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哲学、比较政治、中国政治、全球化、公民社会、治理与善治。一、主要著作： 1)《西方政

治分析新方法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 2)《当代西方国家理论评析》（合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3)《国外学者论中国经

济改革》（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 4)《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5)《社群主

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999年台湾风云论坛社再版； 6)《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年； 7)《全球化时

代的“马克思主义”》(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8)《全球化的悖论》(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年； 9)《大陆改革开放二

十年论文选》(主编，两卷本）,台湾风云论坛出版社, 1999年7月； 10)《公益政治和权利政治: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评析》，中国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00年1月； 11)《治理与善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 12)《西方政治学名著提要》（主编），江西

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 13)《海外学者论中国经济特区》（主编，与倪元辂），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9月； 14)《中国政治体

制》，台湾风云论坛出版社，2001年8月； 15)《中国地方政府创新》（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3月； 16)《全球化：西方

化还是中国化》（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5月； 17)《海外学者论浦东开发开放》（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5

月； 18)《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合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7月； 19)《政治学通论》（主编），当代世界出

版社，2002年； 20)《中国地方政府创新》（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21)《政治与政治学》（专著），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03年； 22)《增量民主与善治》（专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23)《全球化与政治发展》（专著），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03年； 24)《全球化：全球治理》（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25)《地方政府创新与善治：案例研究》（主

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二、主要学术论文 1）“拉斯基国家思想演变初探”，《厦门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2）“现

代西方政治思想评析”，《国外政治学》，1986年第1期。 3）“试从政治行为主义的得失谈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方向”，《政治学研

究》，1986年第3期（该文原载《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86年第1期。 4）“评国际政治学研究中的传统主义与科学主义之争”，《国外

政治学》，1987年第1期。 5）“论存在主义政治学”，《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7期。 6）“政治行为主义论纲”，《社会科学战

线》，1987年第1期。 7）“论政治结构-功能分析”，《国外政治学》，1987年第5期。 8）“体制和政治体制小议”，《政治学研究》，

1987年第5期。 9）“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理论评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87年第4、5期合刊。 10）“论政治系统分析”，《社会

科学评论》，1987年第8期。 11）“政治沟通与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研究》，1988年第2期。 12）“论当代中国政治沟通的基本

特征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3期。 13）“试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今日苏联东欧》，1987年第6期。 

14）“政治沟通透视”，《光明日报》，1988年9月12日。 15）“转型时期的痛苦心态”，《中国文化报》，1988年11月16日。 16）“论

转变中的中国政治”，《福建论坛》，1988年第11期。 17）“说腐败”，《中国青年》，1989年第1期。 18）“重评保守主义”，《理论

信息报》，1989年1月9日。 19）“西方政治学的最新趋势--新机构主义”，《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20）“论当代中国政治的结构-

功能特征”，《求索》，1989年第1期。 21）“论人权”，论文集《德先生、赛先生、骆先生与当代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年。 22）“强权政治的杰作”，《时代论评》，1989年第1期。 23）“政治文化论要”，《人文杂志》，1989年第2期。 24）“当代中国

政治文化的基本格局与主要特征”，《学术研究》，1989年第2期。 25）“论权威主义--兼评新权威主义”，《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1989年第3期。 26）“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论要”，《孔子研究》，1989年第2期。 27）“人权引论”，《政治学研究》，1989年第4期。 

28)“对民主政治的幻灭--政治精英主义述评”，《天津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29）“危险的搭便车动机”，《中国青年》，1990年第

4期。 30）“何谓搭便车--奥尔逊的利益与团体理论述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0年第3期。 31）“马克思主义与人权”，《马

克思主义与现实》，1990年第1期。 32）“政治腐败概念探微”，《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33）“政治哲学概说”，《百科知



识》，1991年第4期。 34）“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政治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1年第2期。 35）“权力与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种现实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1年第2期。 36）“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1年第2期。 

37）“国家理论与当代世界”，《学术季刊》，1991年第2期。 38）“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国外理论

动态》，第13期。 39）“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观点”，《国外理论动态》，第14期。 40）“一名美国左翼学者对美国马克思

主义现状的思考”，《国外理论动态》，第22期。 42）“政治腐败类型浅谈”，《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1年第4期。 43）“政府在

东亚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1年第6期。 44）“政治沟通、政治咨询与决策的民主化”，《理论内参》，

1991年第12期。 45）“国家利益与政府行为”，《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 46）“传统观念中的理想完人”，《社会科学报》，1992

年5月14日。 47）“教育的现代性”，《社科参考报》，1992年第7期；又见《中国图书评论》1992年第4期。 48）“君子：传统文化的整

合”，《青年思想家》，1992年第有期。 49）“来自共和国公民的政治报告”，《理论内参》，1992年第5期。 50）“我国经济现代化

进程中的非经济因素”，《社科参考报》，1992年7月20日。 51）“英国历史学家希尔论美国的反共主义”，《国外理论动态》，第69

期。 52）“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流派评析”，《安徽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53）“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社科参考报》，

1992年第13期。 54）“略论国家利益”，《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55）“历史是贵族阶级的坟场--帕雷托精英理论述评”，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2年11月，第1卷。 56）“健全我国的政治咨询网络”，《光明日报》，1993年2月3日。 57）“人权与马克思

主义”，载社科院法学所编《当代人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8月出版。 58）“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评析”，《马克思主义

与现实》，1993年第1期。 59）“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60）“市场经济与人的价

值”，《北京青年报》，1993年8月19日。 61）“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62）

“政治关系”，“政治共同体”,“政治管理”，“政治过程”“政治机制”，“政治行为”，“政治统治”，“政治主体”“政治

体”，载《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 71）“全面正确把握现代西方国家学说”，《马克思主

义与现实》，1993年第12期。 72）“近年来国外研究中国经济改革述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3年第6期。 73）“浅谈政府权威

的流失”，《光明日报》，1993年12月22日。 74）“没有人说，我来说--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4年第

1期。 75）“30年代中国思想中的文化与现代性”（英文），《亚太研究》（Asian/Pacific Studies），1994年第2期。 76）“现代化的代

价”，《北京青年报》，1994年11月17日。 77）“美国学者迈斯纳批评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国外理论动态》，1994年11月20日。 

78）“‘西化’与‘中化’之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5年第11期。 79）“当代全球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4年第

6期。 80）“国外学者谈‘大中华’”，同上。 81）“亨德里希论等级民主”，《国外理论动态》，1995年第3期。 82）“关于现代化

代价的思考”，《市场经济导报》1995年第1期。 83）“中国大众文化中对毛泽东的重新评价”（英文），《妇女与中国研究》（柏林自

由大学），1995年8月。 84）“我们只有一个家__谈生态环境保护”，《市场经济导报》，1994年第4期。 85）“美国学者林德布洛姆论

市场与民主的关系”，《国外理论动态》，1996年第21期。 86）“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知识分子（洋务运动至1949年）”，《天津社会

科学》1996年第5期。 87）“90年代西方社会主义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上下），《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2期和第3期。 88）

“放眼看中国---评《中国的崛起》”，《中华读书商报》1996年10月。 89）“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

期。 90）“从权利政治学到公益政治学----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社群主义”，《公共论丛》，1997年第1期。 91) “漫谈学术评论与研究”,

《方法》1997年第1期。 92) “权利政治,还是公益政治?--当代政治哲学前沿问题之一”,《方法》1997年第9期。 92) “程序民主,还是实质民

主?--当代政治哲学前沿问题之二”,《方法》1997年第12期。 93) “多元民主及其困境”,《方法》1997年第9期。 94) “试论农业适度规模经

营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6期。 95) “政治制度需要研究与比较”,《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8年第1期。 96) “民主政治的条

件--布莱斯的《现代民主政治》”,《方法》1998年第2期。 97) “一本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巨著---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紫

光阁》杂志,1998年第3期。 98) “政府：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 99) “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马克

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2期。 100) “当代西方社群主义及其公益政治评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101) “后革命与中国传统政

治”,《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102) “全球化的二律背反”,《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4 期。 103) “请关注政治学”,《人民日

报》1998年9月5日。 105) “优败劣胜--盎格鲁逊模式对莱茵模式”,《方法》1998年第9期。 106)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流变”,《社会科学战

线》1998年第5期。 107) “走出‘政治改革--社会稳定’的两难境地”,《深圳特区报》1998年9月15日。 108) “共和国是什么”,《中国青年

报》1998年12月1日。 109) “回应全球化的挑战”,《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12月4日。 110) “承包责任制与农村民主治理”,《深圳特区报》

1998年12月8日。 111) “邓小平时代”,《了望》周刊,1999年1月4日。 112) “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管理模式”,《方法》1999年第1期。 113) “从

历史的中国到现实的中国--20年海外中国研究的新特点”,《人民论坛》1999年第1期。 114) “全球化研究的中国视角”,《战略与管

理》,1999年第3期。 115) “制约国际政治权力,防止一国专制倾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3期。 116) “治理与善治引论”,《马克

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5期。 117) “试论农村民主治理的经济基础”,《天津市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3期。 118) “评村民自治与治道变

迁”（中英文），载刘溶沧主编《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公共政策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 119)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

起与治理的变迁”，《中国社会季刊》(香港)，1999年秋季号。 120) “全球化与传统思维方式的改变”，《深圳特区报》，1999年12月26

日。 121) “新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122) “全球化是一个合理的悖论”，《人民日报》，2000年4

月27日。 123) “浅论政治学与政治制度”，《学术界》，2000年第3期。 124) “全球化理论的一些特征”，《文汇报》，2000年6月7日。 

125) “增量民主：三轮两票乡镇长选举的政治学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第3期。 126) “中国农村的民间组织与治理”

（上），《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2000年夏季号。 127) “中国农村的民间组织与治理”（下），《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

港），2000年秋季号。 128) “创新：社会进步的动力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第4期。 129) “创新：社会进步的动力源”，

《求是内部文稿》，2000年18期。 130)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圳经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5期。 131) “全球化时代的社

会主义”，《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00年第1期。 132) “海外学者论中国经济特区”，《人民日报》，2000年9月28日。 133) “创

新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光明日报》，2000年10月3日。 134) “经济全球化与治理的变迁”，《哲学研究》，2000年第10期。 135) “经

济全球化与治理的变迁”，《中国改革报》，2000年11月15日。 136) “政府在体制创新中的作用”，《学习时报》，2000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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