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寫在後面的話

 

植根於人類歷程的政治學

當代政治學是人類社會在整個二十世紀政治生活豐富歷程的結

晶。在過去的一百多年裏，隨著政治學家對人類社會觀察和思考的不

斷深入，政治學本身也從早期政治哲學對抽象及終極問題的探究，逐

漸轉為對現實政治世界的科學描述與解釋。在本書的第一章中，我們

介紹了現代政治學若干不同於傳統政治學的、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特

徵。第一，現代政治學的首要任務在於尋找政治現象及政治事件彼此

之間的因果聯繫。第二，現代政治學往往通過比較研究來找尋和建立

因果聯繫。第三，在政治學中，我們運用許多不同的研究路徑來定義

政治概念、闡釋政治現象。比如，經濟路徑傾向於採用經濟因素來解

釋政治結果，而文化路徑則關注不同的文化誘因對政治發展的影響。

還有，學者則通過制度路徑─即政治生活的不同組織方式─來研

究政治現象和政治事件背後的因果聯繫。當代政治學就研究路徑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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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 當代政治學十講

可謂是百花齊放、精彩紛呈。第四，政治學所涉及的因果聯繫並非絕

對的因與果；即使在最理想的狀況下，政治學也並非一門完美的「科

學」。政治學對事物的解釋和預測，並不能做到像化學方程式或者幾

何定理那樣清晰而確定；政治學中講到的因果聯繫，永遠只是一種對

概率意義上可能性大小的推斷。因而，在政治學的世界裏，沒有任何

一種理論完美到足以排除一切例外狀況，而個別例外狀況的存在也不

可能否定一個政治學的結論。

但最重要的是，現代政治學是一門實證科學，它所考察的是「實

然問題」。譬如：某一國家的政治文化「是甚麼」？某一次革命的原因

「是甚麼」？某個國家的政治組織結構「是甚麼」？當代政治學與傳統政

治哲學不同，後者是從「應然」角度出發的研究，考察「應該如何」的

問題。譬如，一個好的政府的權力結構「應該是怎樣的」？人類為保護

公共事務中的「善」和「德行」而能夠安排的最佳制度「應該是甚麼」？

怎樣的國家政體最能保證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等等。傳統政治哲學中

的種種「主義」（-ism）都會包含一長串關於「應然」的問題及相對應的

回答。

現代政治學則不然 —作為一種實證科學，現代政治學的直接

任務是解釋現象，而非直接指導實踐行動。絕大多數現代政治學中的

「主義」或者模型都是解釋路徑，而非道德原則。與政治哲學不同，

儘管現代政治學有其價值前提，但作為學科我們很少對政治事物、現

象或者過程做出直接的道德判斷，也不會給任何一個政黨、人物、現

象或者制度簡單貼上「好」與「壞」、「善」與「惡」的標牌。

不丹國王吉格梅 · 凱薩爾 · 納姆耶爾 · 旺楚克曾直接推動了該國

由專制君主制到立憲君主制的轉變，但他是一個「好」的或者「善」的、

有「德性」的國王麼？這個問題超出了現代政治學的關注範疇。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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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會評價說，作為一個政治領袖在實證意義上確實起到了自上而下推

動政治改革的作用；至於這其中蘊含的道德價值和意義，我們不得而

知 —或許國王推動改革是出於某種責任感或者信仰，又或許是因

為他能從中得到某種滿足，也未必不是時勢使然、不得不為之 —

可以說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道德或價值判斷永遠屬於主

觀世界，而現代政治學希望探討的則是客觀規律和聯繫。因此，在實

證主義統領下的當代政治學研究中，我們傾向於不相信任何政治行為

體（無論個人還是集團）會僅僅基於其善意（good will）而採取政治行

動；正如亞當 · 斯密在《國富論》中所說，任何商人出售給我們物品、

滿足我們的需要、提高我們的福祉，都是出於實現其自身利益的需要

而參與市場交易，而非出於「利他」之動機。這種理性人假設—即

理性個體的行為動機來源於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和追求—也

基本適用在今天的政治學研究中。

政治學的輪廓

二十世紀人類的歷程為當代的政治學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從殖

民主義的崩潰到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從科學技術的躍進到兩次世界

大戰的創傷、從傳統君主制的式微到現代社會民主主義的發展，更不

用說二十世紀波瀾壯闊的、席捲東方和西方的社會革命浪潮，這些精

彩紛呈的人類政治歷史畫卷也塑造了二十一世紀政治學的基本框架。

今天的政治學已經從對理念 —如善、自由、正義 —抽象研究為

主的形而上討論中逐步脫離，成為問題導向型、面向現實生活並與人

類社會一同進步的嶄新學科。正如在本書的前九章裏所分別介紹的那

樣，今天的政治學基本上可以劃分為四個基本範疇，即：（1）發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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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 當代政治學十講

論、（2）政體和民主理論、（3）制度主義和國家理論，以及（4）政治社

會理論。這四個基本範疇實際上也就是二十世紀人類政治生活的四大

主題，當代政治學就是實實在在根植於二十世紀的人類政治和社會歷

程之中的。

本書介紹的第一個範疇是有關「發展」的政治學，也是當代政治

經濟學研究的入門知識。現代政治學關於發展的理論以「現代化」和

「現代性」兩個概念為核心來構建，試圖用比較的方法探討為何這個

世界上的國家有的窮、有的富？橫亙在全球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

間（也被稱為全球北方與南方之間）的發展鴻溝因何而存在？另一方

面，二十世紀的人類歷程又使得政治學家們疑惑，為何有些發展中國

家可以迅速發展起來，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又甚難實現最基本的經濟

起飛？不同的學者試圖探討，人類社會究竟存不存在一個普適性的、

最有效的發展模式？對現代性、發展要素和發展模式三個關鍵問題的

探討，構成了現代政治學發展理論的基石。

本書介紹的第二個理論範疇是關於政體與民主理論的問題。這

個範疇的內容以對現代民主制度的研究和批判為中心，其中包括對

「民主」概念的解析、對現代民主制度核心價值的探討、對「民主化」

之誘因和演進模式的總結，以及對民主制度潛在威脅的反思。第三個

理論範疇是關於政治制度、制度主義和「國家」理論的有關問題。在

二十世紀的一百年裏，人類社會見證了傳統的、鬆散的國家（或初級

政治組織）轉型為現代的、集權的、強大的國家機器，同時人類社會

也飽受現代國家力量的侵害和侵蝕。對於政治制度組織和國家理論的

研究，是對人類政治組織方式（也就是政治權力如何建構、分配和制

衡）的探究，也是當代政治學的重點。第四個理論範疇則是關於社會

面的政治學，是對政治社會的研究，主要包括市民社會理論、社會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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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和社會革命理論，以及身份政治理論三個基本組件。以上的四個理

論範疇構成了當代實證主義政治學的基本面貌。

政治學與我們

當代政治學在其關注的、最基礎的四個理論範疇內都對人類社

會既有的政治生活發出了一系列帶有根本性質的追問。譬如，就發展

問題而言，無論是關於發展鴻溝還是發展模式的探討，現代政治學中

的發展理論歸根結底關注的是現代生活中政治國家和人類物質生活兩

者之間的關係，以及人在發展中的地位和價值，而非如其他學科一般

關注純然的經濟效率。在過去的一百多年裏，政治學家不斷追問「發

展」究竟是如何發生的？為何不同國家貧富有別，全球南方和北方之

間發展程度如此懸殊？無論韋伯基於西方「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

的文化解釋，還是經典的現代化學派以西方發展模式為唯一路徑的經

驗總結，或者後來的學者對後發國家發展「時機」的分析、依附理論

對國際體系的批判等，這些不同的政治學發展理論都在試圖解答人類

文明社會向前發展的動力和邏輯問題。

政治學家們同樣關注政治組織（尤其是現代國家）與發展之間的

關係問題。在本書中，我們討論過傳統西方的發展道路，以及「亞洲

四小龍」、日本等國採用的「發展型國家」路徑，並以此為基礎對比了

以市場導向為主和以國家引導為主的兩種發展理念，又在此基礎上分

析了政治學家們對「華盛頓共識」與「北京共識」兩種發展模式的區分

和探討。這其中的關鍵問題是：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究竟應當扮演甚麼

樣的角色？今天的發展中國家應當遵從密爾頓 · 弗里德曼等新古典學

派的勸喻，將主導現代化的任務留給自由市場，還是應該將權威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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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國家強力干預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以圖實現經濟的跨越型起

飛？而政治權力的組織結構，究竟又與發展之間的關係為何？從經濟

到政治、從個人到社會、從政府形式到現代化演進，政治學在過去一

個多世紀對發展問題的研究囊括了範圍極為廣泛的議題和概念，貢獻

出五彩繽紛的思想成果。

當代政治學對政體和民主的研究同樣大大豐富了人類對於政治

社會組織形式的瞭解和認知。當代政治學的民主理論以「民主」和「民

主化」為兩大基本議題，民主理論也圍繞這兩個核心得以展開。正如

本書第三章曾談到的那樣，民主制度的雛形雖來自古代希臘的城邦制

度，現代民主制度的思想和政治基礎卻是來源於由三大革命所確立的

三個思想支柱，即：由英國革命奠立的「權利」觀、由法國大革命確

立的「理性」以及基於理性的人類平等觀，和來自於美國革命的「獨立」

觀（包括公民面對國家時的獨立自主以及國家本身的主權獨立）。英

國、法國、美國三場革命開啟了人類政治歷史上現代民主的新篇。

但民主究竟是甚麼？查理斯 · 蒂利提出了四種定義「民主」的方

式：憲法方式、實質方式、程序定義方式以及過程導向方式。按照蒂

利提出的「過程導向」方式，只有當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公共協商兼備

廣泛、平等、保障以及雙邊約束這四項特徵時，這個國家才能算作民

主國家。而施米特和卡爾認為，民主是一種管理體制，其中的統治者

須向公眾負責，公民通過他們的代議士間接採取政治行動。羅伯特 ·

達爾則提出了「多頭政體」的概念。在眾說紛紜中，你是否考慮過究

竟應當如何定義民主呢？而現代民主制度亦面臨一些潛在的威脅。譬

如，民主制度如何才能遠離多數暴政踐踏少數群體權益，或暴民統治

帶來破壞性的暴力夢魘？為何法治在現代民主制度中須扮演如此重要

的角色？所謂的「自由民主制」究竟具有怎樣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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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轉型是指不民主或非民主的政體向民主政體的轉變過程。

本書特別介紹了四種不同的民主轉型模式，包括：支撐非民主政體的

外國勢力消退後發生的民主化、外國軍事入侵或佔領帶來的民主化、

由人民力量（即街頭社會運動）推動的民主化，以及由政治菁英階層

自上而下推動的民主化改革。此外，本書還特別介紹了亨廷頓關於全

球範圍內民主轉型以「波浪式」進行的獨特觀察，並探討了導致民主

化過程呈浪潮式發生的誘因。這些不同的民主化模型都是政治學家對

二十世紀各國政治發展經驗的歸納和總結，值得深入瞭解。在微觀層

面上，羅伯特 · 達爾則將民主化過程細化為「政治競爭度提高」與「政

治參與面擴展」兩個維度，並以此為基礎勾畫出在不同國家民主化過

程所呈現的三種主要路徑，分別是：政治競爭度的開放先於政治參與

面的擴展、政治參與面的擴展先於政治競爭度的開放，以及政治競爭

度與政治參與面同時在極短時間內以爆炸式完成開放。三種路徑各有

成例，其歷史背景和政治結果亦殊有不同。這些對民主理論的研究加

深了我們對民主制度和政治發展的瞭解，隨著二十一世紀政治生活的

發展，這些理論探索也會不斷向前邁進。

政治學對政治制度、制度主義和國家理論的研究則不斷豐富我

們對於政治權力組織形式的瞭解和認知。本書介紹了：政治學家怎樣

定義「制度」？為何制度主義作為解釋路徑，是結構論與唯意志論之間

的「中間道路」？政權組織理論主要涉及三項最基本的國家制度：憲法

架構、政黨制度和選舉制度。就最基本兩種憲法架構而言，議會制和

總統制的主要區別是甚麼？為何有人認為議會制更容易為新興民主國

家帶來政治穩定？而政黨制度中的一黨制、兩黨制、多黨制分別具有

怎樣的特點？選舉制度裏的相對多數制與比例代表制各自產生甚麼樣

的政治效果？不同的選舉制度又是如何塑造出不同的政黨制度？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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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理論而言，處於其核心地位的「國家」、「政體」和「政府」這三個概

念究竟如何區分？作為一種實在的政治制度，甚麼樣的國家才能帶來

最優的治理效果？當代政治學常常用國家的規模和國家的能力兩個向

度來衡量「國家性」。一個國家有多「大」又有多「強」就是根據這兩個

指標來判定。而掠奪性國家和「失效國家」對人類社會又會造成怎樣

的危害？政治學家對上述問題的探討都在本書中得到了介紹。

政治學的第四個理論範疇是政治學的社會面諸問題，亦可稱為

「政治社會」研究。在這一範疇之內，政治學相關理論圍繞市民社會、

社會運動和身份認同三個核心概念展開。市民社會是人們在國家機器

和自由市場之外形成的公共領域。甚麼是市民社會？市民社會在現代

政治中扮演怎樣的角色？市民社會對民主制度的存續和發展究竟是

利、是害，還是有利有弊？羅伯特 · 帕特南將「社會資本」的概念引入

到政治學中，並認為成熟、活躍的市民社會有助於積累「社會資本」，

進而對優化民主制度的存續；而謝瑞 · 伯曼則通過對魏瑪德國的研

究，指出在國家尚不夠制度化的情況下，發達的市民社會恰恰可能成

為摧毀民主制度的推手。那麼究竟在現代社會中，市民社會的作用是

甚麼？應該如何正確評價市民社會積極和消極的政治影響？

就社會運動和革命而言，甚麼是社會革命？社會革命對國家的

政治和社會發展來說，是建設性居多還是破壞性居多？社會革命為何

得以爆發？第一代學者傾向認為，革命的根源在於社會高漲的不滿和

憤怒，第二代學者則更加關注作為革命之準備條件的資源動員狀況，

第三代學者則把目光投向文化、身份和意義構建在社會革命中所起到

的重要作用。就身份政治而言，「身份」是甚麼？它來自何方？身份

到底是「原生」的，傳承自歷史、文化；還是國家的政治工具，是人

為的構建產物；抑或是隨著個人的「社會化」過程慢慢積累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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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政治在當今世界的政治生活中又有著怎樣的位置？「大熔爐」和

「沙拉碗」這兩種有關身份的社會政策，究竟哪一種更加可取？這些

研究把政治和社會密切聯繫起來，加深了我們對國家場域之外的政治

組織、政治過程和政治行為的認知，是二十一世紀政治學的最新發

展，也必將隨著全球政治社會的不斷複雜化而趨向深入。

無論學科如何進步，作為社會科學的政治學，其精髓仍然如伍

德羅 · 威爾遜（Woodrow Wilson）在差不多一個世紀前說過的那樣：「政

治學的方法無外乎對生活的詮釋，它的工具乃是對事物的洞見 —

即對各種細微的、不規範狀況的完美理解。」1

今天，作為重要社會科學門類的政治學已經被推進到一個全新

的階段。第一，政治學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大發

展。上個世紀初，現代政治學基本上還局限在對憲法和政體的研究

上；而一百多年後，政治學的研究範疇已經從傳統的政體、政黨、議

會、政府，擴展到社會、經濟、心理、文化、身份認同等人類政治生

活所能涉及到的方方面面。政治學的學科內容不斷豐富，政治學的研

究成果也不斷深化著人類對公共領域的認知程度。第二，一個世紀以

來，政治學研究的方法得到了長足發展。從最早的文本研究發展到定

性的實證研究，並進一步引入了大資料樣本的統計研究，直到今天日

臻成熟的實驗方法等最新的科學主義研究方法，政治學方法論的發展

可謂日新月異。實際上，過去一百年政治學發展的歷程，本身就是其

研究工具不斷優化、完善和擴容的歷史。第三，當代政治學研究也變

得越來越全球化。政治學家們不再僅僅滿足於對單一國家、單一地區

甚至單一文化的研究，而是更加注重對跨國、跨地區、跨文化的政治

行為、政治現象和政治過程的研究。在此基礎上，全世界政治學家的

交流、對話和合作也日益頻繁，這些都為發展出既立足於本國國情、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具
有
版
權
的
資
料



270 ｜ 當代政治學十講

又具有世界眼光的、嶄新的政治學具有重要意義。政治學在過去的一

百年為人類社會曾奉獻出無數精彩紛呈的思想成果，也必將在這個全

球化時代為人類繼續瞭解自身、探求真理和建設美好的公共生活作出

自己獨有的貢獻。

註釋

1 Woodrow Wilson (1925), “A System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Constitutional 

Law,” in College and State: Educational Literary and Political Paper (1875–1913), 

Vol. 1, edited by R. S. Baker and W. E. Dodd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p.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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