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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考研考博资料汇总 

 

2008 年政治学原理 

(一)名词解释 

1.意识形态 

法国哲学家特莱西最初创造“意识形态”一词，用以描述一种新的“观念科学”，企图揭示观念和思

想由来。根据马克思的理解，它指的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是维护阶级利益、保证阶级服从的手段；葛

兰西由此阐发了意识形态霸权理论；波普、阿伦特等自由主义者反对将之看作确保服从和顺从的社会控制

工具，他们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封闭的思想体系，要求垄断真理，拒绝宽容反对意见；而奥克肖特等保守

主义者认为，人类理性及其有限，世界远远超出其所能理解的范围，各种社会救治方案都是夸大理性能力

的表现，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抽象的思想体系，宣称能解释和改造世界，事实上，那是对世界的歪曲，他们

宁愿相信实用主义和历史传统。 

从社会科学的观点来看，意识形态指旨在为某种有组织的政治行动提供依据的一套或多或少具有连贯

性的观念，其特点在于：其一，通常以世界观的形式解释或批评现存秩序；其二，提供一个美好社会的构

想；其三，勾画了政治变迁何以产生并应该如何发生。 

在其历史上，意识形态大都具有贬损的意味，常被视为批判或谴责敌对立场的一种政治武器，20 世纪

60 年代，贝尔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但随后，它在政治分析中的作用重新受到重视，其一，意识形态

的社会科学定义被广为使用，意味着它不再背负政治包袱并可用于所有的“主义”乎具有行动导向的政治

哲学，其二，一些新的意识形态不断出现，如 20 世纪 60 年代的女权主义和生态主义，20 世纪 70 年代的新

右派和 80 年代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其三，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弱增强了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兴趣。 

西方思想史上的主要意识形态包括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

义等，安德鲁·文森特的《现代政治意识形态》对此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2.帕累托最优 

 这是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雷托在关于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的研究中最早使用了的概念，它资

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它与帕累托改进一

样，是博弈论中的重要概念，并且在经济学、工程学和社会科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后者指一种变化，在

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在这个意义上，帕累托最优是指没有进行帕

累托改进余地的状态；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达到帕累托

最优时，会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交换最优、生产最优、产品混合最优。 

http://baike.baidu.com/view/162579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2579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2579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358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9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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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累托最优对政治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公共政策领域。根据这一理念，政治决策应当使现存状

况下的全部或部分人获得利益，而不影响他人。 

 需要指出的是，帕累托改进并非社会变革和公共政策的惟一指南，卡尔多-希克斯改进为我们的决策

提供了新的准则。后者意味着从结果中获得的收益完全可以对所受到的损失进行补偿（这种非自愿

的财富转移的具体结果就是卡尔多-希克斯效率）。 

3.单名区选制 

根据这一制度安排，获选人在选区中获得多数票即为选举获胜。其结果是促使利益集团和政治团体结合成

两大政党，在此制度下，第三党可以存在，但没有多少获胜的机会。 

它的优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这种制度所创造的两党都会在政治谱系的中心，因为这是选票集中

的地方，这有助于遏制极端主义的成长；其二、它使一党在国会中占据多数，无必要建立政党联盟，有助

于使之获得明确稳定的授权。 

批评者往往认为，它没有公正准确地反映公众观点；它容易促使政党坚守政治中线的黄金定律，这使政治

安全但很乏味。 

4.历史的终结 

 美国著名政治理论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中先后提出

的概念。此处的“历史”实指意识形态，换言之，在福山看来，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与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的战斗中赢得了最终胜利，成为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宿，意识形态之争就此结束了。 

 作为施特劳斯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布鲁姆的学生，福山秉承了该学派对道德相对主义的敌视传统。他追

随法国著名的黑格尔研究专家西耶夫研读黑格尔哲学，最终得出了这一宏大的结论。他是这样来阐述自己

的观点的：人类的历史本身是由于人具有两种冲动：追求物质利益的冲动与追求承认的冲动。前者导致生

产、交换、市场，但这并不构成政治秩序。构成政治秩序的原因在于人们要追求承认，也就是霍布斯所谓

的追求荣誉。人类社会追求承认的举动常以战争作为终结，战争导致主奴关系的形成。而自由主义民主给

人类找出了一个最终的、基于普遍主义基础上的承认，这才是值得人类社会加以追求的美好生活。 

 然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绿色环保主义的流行等表明，意识形态之争不仅没有终结，反而有

愈演愈烈之势。不少国家，如伊朗、朝鲜，明确表示拒斥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历史是否必将终结了仍是

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 

5.远离政治的自由 

相当于消极自由，在《两种自由的概念》中，柏林对自由做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重要区

分，继承了 对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的划分，并赋予了更深刻的的含义，他所说的消极自由大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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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于贡斯当的现代人的自由，指的是自霍布斯以来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家所强调的那种不受其他个人或人们

强制的自由，换言之，它意味着外在的、人为的限制和阻碍的不存在，公民自由、选择自由、个人隐私等

皆属于这一范畴，它有以下特征： 

（1）它具有内在的价值，而非实现其它价值的手段 

（2）它是一个近代的概念，关注的是个人呢的权利和活动空间，而不是集体的权利； 

（3）它仅与政府的控制范围有关，而与政府权力的渊源及形式无关； 

（4）它是人类所追求的众多美好的价值之一，但并非惟一的价值； 

据约翰·格林剖析，积极自由包括三方面的内涵：1）自由不仅仅是缺乏外在干预的状态，同时意味着

以某种方式行为的权力和能力；2）自由是一种理性；3）自由意味着集体自决，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

通过民主参与的方式控制自己的社会环境中扮演一定的角色，柏林分析集中在第二种含义上，他认为，积

极自由来自一个人想成为自己主人的愿望，其核心是自主，它可能导致两方面的后果，意识由于真正的自

由不可得而导致消极遁世主义，如佛教；二是真实自由可以外化为某种国家意志、集体意志或规律，由此

可以推出强迫人民自由的结论，进而为极权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对人的奴役辩护。 

 自由主义者往往是消极自由的捍卫者，积极自由的警惕者。 

（二）、简答 

1.不同权利观的划分理论 

育明考研状元解析： 

（1）权利指的是做某事的资格或正当性。它一般被分为法律权利和道德权利，前者指正式的法律和行

为规则，具有强制性；后者通常以道德主张或哲学观点的形式存在，人权及其前身自然权利，本质上都是

道德权利；亦有人作出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的二分，消极权利观强调一个个体行为不受限制的领域，以免

除他人尤其是政府的束缚、强加；积极权利观则要求他人特别是政府提供资源和支持，从而扩大其责任。

社会和福利方面的权利，如受益权、受教育权均属于积极权利。 

（2）权利学说源于 17、18世纪的自然权利和天赋权利思想，并为社会契约论者广为阐发，其最初形态

为自然权利观，洛克等思想家将之提出，旨在探讨政治共同体的起源和基础即政治合法性问题，它在今天

被称为人权，即人之为人的权利，就历时性而言，人权经历了三代的发展：第一代人权指传统的自由权、

公民权，如宗教宽容、言论自由等；第二代人权是社会经济权利，如受教育权、居住权、健康权等；第三

代人权指和平权、发展权、资源共享权等集体享有的权利。 

（3）关于权利问题的争论，主要不是围绕着要不要或是否存在，而是围绕着何种权利应当优先的问题

展开的：古典自由主义确立了捍卫消极权利的传统，哈耶克、诺齐克等保守自由主义者继承了这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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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自发秩序和最弱意义上的国家，二战前后的新自由主义者则主张一定程度上的积极权利，前者以格林

为代表，后者以罗尔斯为典型；新右派认为福利供给和政府干预会助长个人依赖性、损害经济效率，故而

极为谴责积极权利；社会主义者发对私有制及其所导致的社会不平等，从积极权利观念出发，为福利供给

和经济干预辩护；社群主义者反对道德权利而主张法律权利，并倡导积极权利和集体权利；生态主义者则

将人权夸大到非人类范围，要求给动物、植物以权利；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阶级统治的观念反对普遍、抽象

的自然权利和人权观念；保守主义者认为权利导致利己主义，会削弱社会道德规范。 

2.左派右派的区分 

育明考研状元解析： 

（1）左派和右派，扼要表示政治家、政党和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立场，是描述政治理念与信仰的简略

术语。左派支持国家干预和集体主义；右派偏爱市场调节和个人主义。在价值观上，通常认为，自由、平

等、友爱、权利、进步、改革和国际主义等带有左翼特征，而权威、等级、秩序、义务、传统、复辟、民

族主义带有右翼特征。 

（2）左派和右派的起源可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它们最初是在革命与复辟之间进行的一种僵硬的选择，

其问题在于：未能为无政府主义提供位置；将政治归结为单维的市场—国家划分，忽略了自由主义、权威

主义、专制和民主等其他政治区别；不能用来区分新的意识形态：女权主义、生态主义、第三条道路。 

（3）在中国当代政治中，左派与右派的划分与西方社会不同。在前者的政治语汇中，右一般指具有保

守现存秩序与价值的态度，或指代表即得利益的政治集团，左一般指拒绝现存体制的激进政治派别。而在

当代中国，由于改革开放以前的官方政治以左的路线为特征，因此，80 年代以来继续坚持或比较倾向于这

种传统的左的观念与价值的政治势力就成为中国改革以来政治中的保守派。而与此相对应，凡是主张自由

开放的激进势力，则在中国体制内的官僚及民间语汇中则一般被称为“右”。在 90年代的大论战中，以汪

晖、王绍光、崔之元、韩毓海等为代表的新左派比较强调实质平等，并对“文化大革命”等持默认性赞扬

的态度，以徐友渔、朱学勤、秦晖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右派）则强调自由、形式平等、人权等价值，

并对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持批评的态度。 

3.国家要素说理论评论 

育明考研状元解析： 

（1）作为政治概念的国家在英文中与 state 相对应，指的是在固定疆域内建立主权并通过一系列制度

实施权威的政治社会。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经典定义，国家是垄断了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的机构。 

（2）国家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建立主权并通过一系列持久的制度实施权威的政治共同体。国家要

素说通常有以下两种：国家三要素（人民、领土、主权）和四要素（人民、领土、主权、政府）。具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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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一个国家必须包含一定的领土和人口。作为政治权威的承载者，主权对国家的意义不容小觑。它是指

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不受限制的绝对的政治统治权。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是一定数目的公民联合体，是

社会组织中最高的组织。让·布丹（法）指出，国家与其他社会组织的根本区别在于国家拥有绝对的主权，

即最高的统治权，包括：（一）立法权（二）宣战和缔约权（三）官吏任免权（四）最高司法权（五）赦

免权（六）货币铸造和度量衡的选定权（七）课税权等。最后，政府通常是国家的具体体现。它是在国家

层面运行的用以维持秩序和促进集体行动的正式制度过程，其核心功能是立法、行政、司法。 

（3）国家要素说的批评者认为，它忽略了国家的公共性特征。根据卢梭的观点，国家是“公意”的体

现；依据塞缪尔·亨廷顿的论述，国家制度要具有“中立性”，国家利益就是公共利益，国家的“公共性”

使之有别于市民社会的私人组织和制度。恰如奥古斯丁所言，如果没有公共性，国家和抢劫集团将毫无区

别。 

（三）、论述 

1.奥尔森关于集体行动理论的论述，为什么团体规模变大集体行动却难以形成。 

育明考研状元解析： 

（1）作为政治行为分析的经典代表，奥尔森（Mancur Olson）《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一书中详

尽地阐释了这一理论。其基本假设在于，一个集团为了增进其共同利益或实现其共同目标会采取集体行动。

原因在于集团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个人利益，维护个人利益的动机是人们采取集体行动的动力。 

（2）通过这一研究，奥尔森力图解释社会生活中集体行动的动力和规律。他着重阐述了组织的规模与

成员为组织的共同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的积极性和可能性之间的关系。 

（3）奥尔森指出，在一个集团内部，由于集团收益是公共的，所以每个成员普遍存在“搭便车”而坐

享其成的行为倾向；集团越大，分享收益的人越多，为实现集体利益而进行活动的个人分享的份额就越小，

因而，为集团共同利益而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就越小。大集团由于规模大，成员多，实现“赏罚分明”的成

本高，从而形成随其规模的扩大而集团利益难以实现，集团行动趋于困境，集团难以为继走向衰弱的逻辑；

小集团由于规模小，成员少，其成员一旦为集团利益而行动，从中获得的收益就会超出他付出的成本，因

而更具有凝聚力，更容易组织集体行动，更具活力和创造力。 

（4）最后他总结到，集团规模与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成反比；在组织制度中，小集团的行动更果断更有

效，所以“当你期待行动时，委员会应小一些；当你希望听取观点时，委员会应该大一些。”集团组织规

模与组织行为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可以解释许多现象，企业兴衰及大国兴衰。 

（5）作为行为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的重要代表，奥尔森有效地揭示了集体行动和个人动机的内在关联，

阐明了团体规模变大集体行动却难以形成的内在基理。但他显然忽视了组织动员和意识形态操控等手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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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导致的惊人效果。根据米歇尔斯等精英主义理论家的研究，大众比少数人更加易于操控，大规模团体的

集体行动也因此并非总是难以形成的。 

2.治理与统治两种理论模型的评论 

育明考研状元解析： 

（1）宽泛而言，统治意为控制和支配他人，故而，政府可以包括任何能够维持有序统治的机制，其核

心特征是形成集体决策的能力与实施决策的权能，惟其如此，几乎在所有的社会机构中均可看见某种形式

的政府，但它更普遍地被理解为在国家层面上运行的用来维持秩序和促进集体行动的正式制度过程，其核

心功能是立法、行政、司法，在某些情况下，行政机构被单独用来指代政府。 

（2）治理是一个比政府更为宽泛的概念，广而言之，它指协调社会生活的各种方法和途径，因此，政

府可被视为包括在治理中的组织形式之一，换言之，没有政府的治理是可能的。治理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

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来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求，它旨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汇总运用权力去引导、

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的增进公共利益。 

（3）治理的主要模式包括市场、等级、网络和社区。市场利用供求力量建构的价格机制来协调社会生

活；等级，包括官僚制和政府组织的传统形式，通过自上而下的权威体系来发挥作用；网络，作为一种平

面的组织形式，以实质上平等的行动者或社会机构之间的非正式关系为特征；社区式的治理模式通过社区

治理在国家最小干预的情况下结界社区面对的共同问题，从过程的角度来理解为宏观上驾驶和控制和及微

观上的参与、互动、协商。通常认为，       

治理有以下四个特征： 

A.治理不是一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 

B.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 

C.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 

D.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 

（4）治理的最高境界是善治。它是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

和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一种新的关系，是二者的最佳状态。善治的过程

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民间社会是其现实基础，其基本要素包括：合法性（legitimacy）、透明性

（transparency）、法治（rule of law）、责任性（accountability）、回应性（responsiveness）、有

效（effectiveness）、参与（cicil participation）、稳定（Stability）、廉洁（cleanness）、公正

（justice）。 

（5）治理与统治既有相同也有不同。就前者而言，治理作为一种政治管理过程，也像政府统治一样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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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权威和权力；最终的目的都是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就其区别来说，治理与统治有以下几方面的不同： 

A.权威主体不同； 

B.管理过程中权力运用的向度不一样； 

C.管理过程的范围不同：政府统治所涉及的范围是以领土为界的民族国家，而治理所涉及的对象要宽

泛得多，既可以是特定领土界限内的民族国家，也可是超越国家领土界限的国际组织 

D.权威的基础和性质不同：统治的权威主要源于政府的法规命令，治理的权威则主要源于公民的认同

和共识，前者以强制为主，即是没有多说人的认可，政府统治照常发挥作用；后者以自愿为主，须建立在

多数人的共识和认可的基础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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