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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美国政治学虽起源于欧洲 ,但与注重哲学和逻辑推理 ,强调使用正规的、历史的

方法的传统不同 ,美国政治学注重走自己的路 ,大力提倡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新的知识 ,使其

在全球确立了学科领军地位 ,美国成为研究政治学的大本营。文章介绍了与政治学密切相关

的主要学科、学习政治学的重要性、美国政治学的教堂内容 ,以及学习政治学在美国的就业前

景 ,对我国政治学的教学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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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学在美国的兴起

1875年 ,欧洲学界 ,特别是英国、法国和德国

学界在政治学方面的研究越过大西洋 ,开始影响

到美国的学术发展。[ 1 ] 1880年 6月 ,位于纽约的

哥伦比亚大学 ( Columbia University, 其时为 Co2
lumbia College)正式设立了政治学院 ,不出数年 ,

该学院就创办了《政治学季刊 》,至今仍因其质量

卓越而长盛不衰。实际上在此之前 ,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 ( John Hopkins University)已于 1876年开

设了历史与政治学培训与研究高级课程。9年

后 ,成立了约翰霍普金斯历史与政治学学会。可

以说 ,这两所大学也就是政治学在美国高等院校

诞生成长的发源地。

与欧洲注重哲学和逻辑推理 ,强调使用正规

的、历史的方法的传统不同 ,第一代美国政治学者

从一开始就不是生搬硬套 ,而是走自己的路。从

生物学、数学、物理学等学科的发展中 ,他们汲取

了有益的经验 ,大力提倡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新

的知识。这个被称为政治学“美国化 ”的过程使

美国学者更多地注意采用现代的方法研究政治 ,

把对政治行为的分析从社会的大环境中区分出

来。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 ,美国政治学者更着力

于研究政治制度的真实面貌 ,而不是去探讨政治

制度应该是个什么模样。

美国政治学会于 1903年成立 ,共有 214个创

会成员。作为第一个问世的现代学术组织 ,美国

政治学会立即成为衡量政治学专业地位的最具决

定意义的指标。正因如此 ,随着美国的崛起 ,政治

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迅即赢得国际的尊重。

1906年 ,《美国政治学评论 》(Am erican Politica l

Science R eview )刚一创刊 ,稿件立即从世界各地涌

来 ,不久就被视为政治学的样板学刊。紧接着 ,

《美国国际法杂志 》(Am erican Journa l of In terna2
tiona l L aw )和《政治学论文集汇编 》(A cadem y of

Politica l Science P roceed ings ) 先后于 1907 年和

1910年出台。此后的数十年间 ,欧洲 ,特别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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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一些初出茅庐的年轻学子 ,远渡重洋 ,到美国

各高等学府或进一步深造或继续教学研究。他们

在美国学界开创了一片亮丽的天地。这些才华横

溢、声誉卓著的学者 ,如阿连德 (Hannah A rendt)、

多伊奇 ( Karl Deutsch)、尤劳 (Heinz Eulau)、佛里

德里奇 ( Carl Friedrich )、基辛格 ( Henry Kissin2
ger)、摩根索 (HansMorgenthau)、纽曼 ( Franz Neu2
mann)、斯特劳斯 (Leo Strauss)等等 ,为发展美国

的政治学 ,为奠定美国政治学在全球的学科领军

地位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个不容忽视的

事实是 ,美国历史短浅 ,人文根基薄弱。按理说 ,

要后来居上决非轻而易举。但正是人才的不断引

进 ,催生孕育了一大批土生土长的新一代美国学

者 ,大大地推动了美国本土的政治学教育和研究。

1985年 ,美国各高等院校及其他研究机构出版的

政治学刊物有 175种。此后 20年间 ,随着对政治

学的兴趣日趋广泛 ,研究的新方法日渐增多 ,政治

学的刊物更如雨后春笋。据权威的《乌尔里希国

际期刊指南 》(U lrich’s In terna tiona l Period ica ls D i2
rectory) 2006年版的统计 ,在世界各国出版的政治

学刊物共有 6250种 ,其中近 2400种在美国出版 ,

占全世界政治学刊物总额的三分之一强。美国俨

然是研究政治学的大本营。

二、政治学的分类及一些与之关系

尤为密切的主要学科

　　政治学是研究政府、公共政策和政治过程、政

治体系 ,以及政治行为的一门学科。

一方面 ,政治学分类较细。在这门学科属下 ,

还有一系列的分支学科 ,如政治理论、政治哲学、

政治思想、政治经济、政策研究分析、比较政治、国

际关系、公共行政等等。

另一方面 ,政治无处不存 ,政治学涉及甚广。

政治学者不能从一个狭隘的角度去研究政治。他

们必须借助许多其他学科的知识 ,以自己的方式

来寻求如何解释在各种政治环境下人类的行为。

有学者认为 ,大体上 ,政治学者为了要构筑起有关

政治行为的各种理论 ,至少要熟悉 7门学科中相

关的专业知识。正因如此 ,说政治学者知识面广 ,

博学多才 ,并非言过其实。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学科为什么与政治学

的关系难分难解。

顾名思义 ,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的一门学科。

政治学正是以人类学的许多发现为基础 ,从而进

一步了解到古人的政治行为。也正是人类学家们

长期探索的成果 ,使政治学研究能够摆脱早期的

某些政治理论家们所提出的“社会契约 ”的枷锁 ,

窥察到人类文明史上形形色色的政治制度。

作为一门被普遍认为是高度发展的社会学

科 ,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在生产、分配、商品和服

务的使用等方面的行为。而在现今世界上 ,通货

膨胀、萧条、失业、经济增长等等可以说既是经济

行为也是政治行为 ,因为政府在不同程度上要管

理企业 ,要促进工业发展 ,要介入市场运作 ,要进

行财富的再分配 ,等等。所以说 ,经济学和政治学

两门学科之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密不可分了。

地理学研究的是人类和周围自然环境的关

系。地理学者感兴趣的不单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带

来的生态问题 ,还包括因土地、水 ,以及其他自然

资源的多寡而造成的一系列的经济、政治问题。

地缘政治学的诞生 ,更是不言而喻 ,充分说明了地

理研究在政治学中的地位。

历史学是一门研究过去的学科 ,然而 ,历史学

为政治学的研究创设了一个以年代次序记载的框

架 ,对认识理解以往的政治思想和事件大有裨益。

应当承认 ,政治学者通常对当前的一系列问题兴

趣更浓。但是 ,我们更需要看到 ,如果没有历史学

者辛勤耕耘 ,将历史资料文献按年月顺序梳理得

清清楚楚 ,有条有理 ,我们又怎么能够温故而知

新 ,深入透彻地剖析当代的政治机构、政治事件、

政治人物呢 ?

哲学关注的是思想、知识和存在。哲学为现

代政治学提供了一批思想深邃的学者。正是这些

哲学家的著作构筑成政治哲学的基础 ,使政治哲

学作为政治学属下的分支学科 ,致力于思考社会

和经济的价值 ,探索政治现实 ,理智地进行政治分

析。政治哲学家们以大无畏的精神 ,一再摆脱了

科学方法论无形中的约束禁忌 ,大胆设想 ,敢于走

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思索前人没有思索过的问题。

这种勇于创新的精神 ,对于任何一门致力于放眼

未来的社会科学而言 ,都是必不可少的。

心理学研究心理过程和人类行为的关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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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研究因采用先进的实验手段和科学方法而享

誉于世。而正是在社会心理学这个领域中 ,心理

学与政治学特别接近。社会心理学者所解答的许

多问题 ,涉及到某一个人的态度、信仰、个性等等 ,

正是理解这个人的社会行为的关键。

社会学是所有社会科学中与政治学关系最为

密切的一门学科。社会学家研究的是社会关系 ,

是人类在群体中显露出来的相互关系。正因为社

会学特别注重对群体行为的综合研究 ,所以社会

学的研究对政治学的意义非同小可。所谓的政治

社会学指的就是政治的社会学。在政治社会学看

来 ,政治是一种文化现象。他们认为 ,我们从事政

治活动 ,是我们如何在某个特定社会环境中从事

其他活动的反映。

三、学习政治学的重要性

学习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公

民意识。公民意识有两重含义。一方面 ,作为公

民个人 ,享有一系列重要的权利 ,包括投票权、言

论自由权、宗教信仰权、结社集会权等。另一方

面 ,作为公民 ,又有一些不容推卸的义务 ,如效忠

于他的祖国、纳税 ,以及从军等。此外 ,公民也有

义务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部分 ,包括参与国

家的治理 ,思考社会大众的利益 ,等等。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 ,公民意识的核心也就是为公共利益谋

取福利。所以说 ,公民意识的盛衰强弱 ,极大地影

响着行政行为的走向 ,影响着一个政府的反贪廉

政的进程。

怎样才能够树立应有的公民意识 ? 第一步是

了解政府 ,也即所谓的懂得政府运作的“游戏规

则 ”。从公民的角度看 ,什么是最重要的规则呢 ?

最重要的规则是公民自己的政治权利。这些权利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政府的换届 ,政府领导

人的更迭 ,公民的政治权利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

响。真正的公民应该对此予以密切关注。第二步

是了解政治 ,就是要懂得在当前的政治世界中什

么议题事关重大 ,什么发展引人注目 ,什么事件影

响深远 ,等等。当然 ,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了解

政治 ,要求一个公民不但能够在错综复杂、千头万

绪的政坛上辨清自身的利益 ,还能够找到通向自

己目标的最佳途径。第三步是了解民主的原则 ,

即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经常性的公正的选

举 ;被选者要接受选民的裁决 ,由获胜的多数组建

政府 ;多数一方要尊重少数一方组成反对派 ;以及

一旦少数一方赢得下次选举则应被允许接管并主

持新一届的政府。真正的公民必须清楚 ,什么样

的政治行为才是符合这些民主原则的。无论作为

统治者的政府还是作为被统治者的公民都应该知

道并尊重他们在从事政治活动中应该遵守的约束

和限制。

值得指出的是 ,就某个议题发表若干见解 ,甚

至就当前某件事态的发展高谈阔论一番 ,并不就

等于对政治熟悉了解。要熟悉政治就应该了解主

导各种政治机构的规章制度和战略方针 ,了解这

些政治机构是在什么样的基本原则上建立起来

的。特别是应该了解这些规章制度、战略方针 ,以

及基本原则和公共利益、社区利益、自身利益的关

系。只有充分掌握这些政治知识 ,一个公民才可

能对自身的利益、社区利益 ,以及公众利益有清楚

的了解 ,才可能在必要时为这些利益斗争。熟悉

政治的公民懂得 ,政治是如何和他们的生活密切

相关的 ,政治为什么对他们的生活有那么大影响。

所以 ,只有这样的公民才可能更加关注政治的发

展 ,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而以上种种都是

政治学教学中必须讨论的问题。

四、政治学的教学内容

光靠纸上谈兵 ,大讲政治学如何重要 ,政治学

前途如何美好是不够的。教授政治学还要引人入

胜 ,使学生有兴趣 ,愿意学。教材写得好不好 ,是

个关键。专为美国高等院校低年级学生撰写出版

的政治学入门教科书几乎数不胜数 ,由于课本的

选用多由任课教授自行决定 ,所以作者要想方设

法 ,力求满足教学的需要。出版社也使出浑身解

数 ,希望教材的订单源源不断。在这种竞争机制

的作用下 ,各种各样的政治学入门教科书种类繁

多 ,可谓百花齐放 ,各有侧重 ,各具特色。

尽管如此 ,这些教科书大体上都有如下几个

共同特点。下面以笔者手头 2006年版的一本政

治学教科书为例一一予以说明。[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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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内容翔实 ,涵盖面广。该书名为《美国

政府 :机构与政策 》,是以大学一年级新生为对象

编写的政治学入门教材 ,已发行到第十版了。全

书共分成 5个部分 ,计 22章。第一部分讲美国的

政治体系 ,下属 6章 ,分别讨论美国政府、宪法、联

邦主义、美国的政治文化、公民自由 ,以及民权。

第二部分讲民意、利益和组织 ,下属 6章 ,分别讨

论公众舆论、政治参与、政党、选举与竞选、利益集

团、新闻媒介。第三部分讲政府机构 ,下属 4章 ,

分别讨论国会、总统制、官僚系统 ,以及司法体系。

第四部分讲公共政策的政治 ,下属 5章 ,分别讨论

决策的过程、经济政策、社会福利、外交和军事政

策 ,以及环境保护政策。第五部分讲美国民主的

性质 ,下属 1章 ,讨论政府由谁作主 ? 美国政府追

求的最终价值是什么 ? 可以说 ,美国高等院校的

政治学入门教科书基本上大同小异 ,都以围绕上

述这些方面为主。

第二 ,图文并茂。每一章都附有不少照片、插

画等等。如第二章在介绍宪法时附有两幅油画。

一幅记录了当年纽约市民奋起反抗英国殖民主义

者 ,把英王乔治三世的骑马塑像从基座上拉下来

的景象 ,以表达民众对英国政府的不满 ,对自由和

幸福的向往追求。另一幅油画则是描绘奴隶买卖

的现场。插画的说明写道 :宪法对奴隶一字不提 ,

以致奴隶的买卖此后还延续多年。通过这幅画 ,

学生可以形象地看到 ,尽管黑奴占当时南部 5个

州人口的三分之一 ,宪法却对此只字不提 ,实际上

是对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 ”主张的背叛。

第三 ,讲述生动。不少实例和日常生活息息

相关 ,又趣味盎然 ,不会读来枯燥乏味。以第四章

对美国的政治文化的讨论为例。政治文化是个抽

象的概念 ,如何才能说个明白 ? 美国的政治文化

的特点之一是对政府缺乏信任。为了帮助学生理

解这个特点 ,作者附上两幅彩色图表 ,一幅图表用

几条彩色的线条 ,分别代表对政府不信任、有点信

任、基本信任、很信任的民众的百分比 ,通过线条

随着岁月的延伸 ,将民众近 50年来对政府的信任

度的发展变化 ,清楚地表达出来。另一幅图表则

是将公众对各种机构的信心予以比较。几条不同

颜色的线条分别代表公众对教会、军队、最高法

院、总统、报纸、国会的信心。通过线条随着时间

的延伸 ,将民众 20多年来对上述各机构不同的信

心程度表达出来。又如在第六章讨论民权时 ,穿

插了篇幅不到一页的一些小故事 ,介绍如何才能

成为美国公民、在美国合法居留的外国人有些什

么权利、残障人士的权利 ,等等。

第四 ,由浅入深 ,通俗易懂。以第七章对公众

舆论的讨论为例。该章从美国社会常见的民意调

查着手 ,简单明了地解释了为什么采访大约 1500

人就可以了解到 2. 5亿人的意见。由意见的不

同 ,进而引申到政治社会化这个概念。政治社会

化 ,也就是一个人对政治和政府的看法是如何受

个人及其他环境因素影响的过程。家庭、宗教、学

校、新闻媒介等等 ,都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扮演了

主要角色。正是政治社会化所造成的影响 ,产生

出不同意见 ,可以归纳到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 ,从

而引导学生在更深层次上思考自由主义和保守主

义之间的不同点。这样 ,从介绍日常生活中时有

所见的民意调查 ,逐步深入 ,一直提高到意识形态

的水平上来理解政治 ,认识政府 ,从而达到前面所

提到的提高公民意识、参与国家治理的目的。

此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教科书基本上

都注意到如下两个方面 ,即 :第一 ,有贬有褒。第

二 ,实用性强。

五、学习政治学的就业前景

在美国各高等院校学习政治学的本科生就业

的前景如何 ? 美国政治学会认为 ,这些学生所掌

握的有关政治学的知识对他们在很多领域中发挥

自己的长处 ,很有帮助。这些领域包括 :美国的联

邦政府、州政府 ,以及地方政府 ;和法律有关的各

种部门 ;企业单位 ;国际组织 ;非营利的协会或组

织 ;主持各种活动或民意调查 ;新闻行业 ;中小学

的教育 ;政党的竞选活动 ;在高等院校从事教学或

研究等等。此外 ,主修政治学的学生由于在学习

过程中所积累的分析能力、行政管理的才干 ,以及

沟通技巧 ,往往为许多其他领域所器重。

看一下美国政治学会为政治学本科毕业的同

学列出的就业前景一览表就可以明白 ,为什么在

讲究现实、注重实效的美国 ,政治学长期以来始终

是一门名列前茅的主要学科 ,师资力量雄厚 ,修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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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源源不断。该学会出版的小册子 ,叫做《政

治学的学习和职业 :给本科生的指南 》, 100页不

到 ,用通俗易懂的文字 ,重点突出地介绍了专修政

治学的几大特点 :
[ 3 ]

11练就一身本领。主修政治学有助于掌握

任何工作都需要的一些有用的技能。这些技能可

以分作 5类 ,即 :

(1)与人沟通的技能 :包括用书面或口头清

晰地表达思想 ;将数据转化为可用的信息 ;有效

地、令人信服地进行争辩 ;进行谈判 ;调解争执 ;有

分析地听取旁人的意见 ,等等 ;

(2)从事研究的技能 :包括解释和分析数据 ;

从不利的资讯中发现有利的信息 ;进行基本的量

化分析 ;运用概括性的统计数字 ;懂得可靠的抽样

调查所具有的基本要点 ;有效地利用互联网等各

种研究资源 ;熟练地操作电脑 ;设计研究 ;总结研

究得出的发现 ;测试提出的理论和假设 ,等等 ;

(3)进行分析的技能 :包括分析数据 ;理解复

杂问题的各个组成部分 ;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看

问题 ;从复杂的议题中综合出关键的要点 ;从局外

进行思考 ;从国际全局进行思考 ;评价政策并提出

可供选择的方案 ;系统、有逻辑地分析并解决问

题 ,等等 ;

(4)进行计划的技能 :包括将信息组合起来 ;

将问题提升到概念化的高度 ;实施各项战略措施 ;

作出有效的决定 ;展现领导才能 ,等等 ;

(5)与集体一起工作的技能 :包括既能一个

人单独地工作又可以和一个团队一起工作 ;善于

酝酿形成一致的意见 ;在一个多元的环境中能与

周围的人有效地互动 ,等等。

21兴趣包罗万象。学政治学的人 ,大多兴趣

广泛。换句话说 ,他们主修政治学 ,是为开发自己

进一步的兴趣打下基础。这些兴趣 ,从主要的学

科领域来看 ,包括美国政府与政治、比较政治、国

际政治、方法论、政治哲学、法律与法庭、公共政

策、公共行政 ,等等。再分细一点 ,以政治学为基

础 ,可以进而去研究 :

(1)国际方面 :发展中的国家或者先进的工

业社会、国际法、国际组织、国际政治经济、国际安

全、世界各地区 ,等等 ;

(2)政策方面 :环境政策、能源政策、保健政

策、住房政策、移民政策、劳工政策、社会福利政

策、贸易政策、教育政策、经济政策、外交政策 ,

等等 ;

(3)与政治的关系方面 :城市开发与政治、生

命科学与政治、妇女与政治、宗教与政治、文学与

政治、历史与政治、性别与政治 ,等等 ;

(4)政治学的分支方面 :政治行为、政治传

播、政治发展、政治经济、政党和组织、政治心理

学、公共财政预算、公众舆论 ,等等。

31就业前景可观。有人以为 ,选修政治学为

的是当官 ,搞政治。其实并不尽然。本科毕业后 ,

可供选择的主要职业去向相当多。大体上 ,可以

归结成 9个方向。前述的《政治学的学习和职

业 :给本科生的指南 》根据历年来从政治学系毕

业后的工作状况 ,列出了一长串的职位头衔 ,洋洋

大观 ,诱人得很。限于篇幅 ,本文仅略举一二。

(1)联邦政府方面 :行政官员、联邦政府分析

师、外交官、移民官、情报官员、海关官员、国会各

办公室 /委员会工作人员 ,等等 ;

(2)州和地方政府方面 :行政官员、城市规划

管理、城市住房管理 ,等等 ;

(3)非营利机构方面 :行政官员、基金会主

管 ,等等 ;

(4)法律事务方面 : 律师、法律事务顾问 ,

等等 ;

(5)企业方面 :行政官员、企业家、企业公关

顾问、企业经济师、企业资讯分析师、企业政府关

系顾问、银行分析师 ,等等 ;

(6)国际方面 :国际组织官员、国际研究专

家 ,等等 ;

(7)新闻界 :编辑、记者、自由撰稿人、政治评

论员、报刊杂志发行人 ,等等 ;

(8)竞选和民意调查 :竞选工作人员、民意调

查专家、舆论分析师 ,等等 ;

(9)中等教育界 :中学教员 ,等等。

此外 ,还有不少工作 ,在上述不止一个领域里

都是很需要的 ,如档案 /数据管理员、财务顾问、信

息分析师、信息管理员、调解员、政策分析师、立法

分析师、企业分析师、管理分析师、公共事务分析

师、研究分析师、系统分析师、劳工关系专家、立法

部门从事游说活动者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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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指出的是 ,如果有志在政治学这个领域

里进一步深造 ,如攻读博士学位 ,则着眼于毕业后

前往高等院校当教授、行政领导 ,或者到一些研究

机构或智库当研究员。当然 ,走这条路 ,竞争激

烈 ,最终如愿以偿的还是少数 ,戴上博士方帽并不

等于获得了教授头衔。

六、若干启发

美国的政治学之所以在不长的时间里 ,从无

到有 ,从小到大 ,如今已俨然是世界政治学研究的

大本营 ,是几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第一 ,从国外

广为引进人才 ,在美国政治学的发展史上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第二 ,政治学研究 ,涉及面广。政

治学者博学多才 ,在美国社会上知名度高 ,口碑

好 ,有吸引力。第三 ,在课堂教育方面 ,政治学教

学生动活泼 ,由浅入深 ,注重分析 ,实用性强 ,为广

大学生喜闻乐见。第四 ,从毕业后的就业考虑 ,政

治学教学讲求真才实学 ,特别是在“实学 ”两字上

下功夫 ,注意培养学生多方面的技能 ,有利于学生

毕业后适应社会上许多不同专业的需要。第五 ,

有普及 ,有提高。选修的学生多 ,从而为政治学知

识的普及打下了良好基础。也正因为选修的学生

多 ,为培养高级的政治学研究人才提供了源源不

断的后备力量。到目前为止 ,政治学在美国还没

有出现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状况 ,这应该是一个

极为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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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hing its position as a leading discip line in the world. A s a result, America has become the general headquarterswhere political

science is studied.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major discip lines closely related to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it, its classroom content, as well as the emp loyment p rospects of political science majors in America, which is of illum 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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