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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织、议 题 与 方 法 ：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上 海 政 治 学 研 究 的 兴 起 及 其 影 响

桑玉成　周光俊

摘　要：改革开放后的政治学是在邓小平 “补课”的号召下恢复与发展起来的，梳

理四十年的发展成果是政治学未来发展的重要课题。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政治学的发展

是随着中国政治学的恢复与发展而同步前进的，是中国政治学的一块阵地、一方重镇、

一个缩影。围绕研究组织、研究议题与研究方法，上海政治学在中国政治学的恢复与发

展中起到了引领、开创与旗帜的作用。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与主要矛盾转换的背景下，

上海政治学能否为中国政治学乃至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作出新的贡献，这需要

所有上海政治学人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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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政治的起源与人类文明同步，因此对政治学的研究起源较早，人类文明

时代的开始就有了政治学的相关研究。然而，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则是从１８８０年哥伦比

亚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的创立开始的。政治学在美国创立之后，不久即被引入中国，京师大学堂的

政治科被认为是中国政治学的起点。此后，政治学在中国经历了民国政治学年代，得到了一定程

度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１９５２年的院系调整将政治学科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予以取

消，后虽有部分恢复，但 主 要 是 以 “适 应 国 际 形 势 需 要”的 国 际 政 治 学 为 主。１９７９年３月３０
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谈到，“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

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①。随即，

中国政治学进入了 “补课”时代，开始恢复和发展。

对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中国政治学界已经有了不少回顾、评述和展望。可以说，站在中国

政治学发展四十年的关头，四十年的成果怎么梳理对于中国政治学的未来发展是一个重要课题，

对于推动中国政治学在反思中发展有着较大意义。王绍光曾以王沪宁为例，提出中国政治学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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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３０年经历了 “取经”“效仿”“自觉”三个阶段，剖析了王沪宁学术生涯的变化与中国政治学

的发展历程相同步的现象①。作为上海政治学人的突出代表，王沪宁等人的政治学研究是中国政

治学界发展变迁的缩影。也正是因为如此，考察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发展、反思、变迁就不得不

提到上海政治学。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政治学与其他兄弟省市的政治学一样，随着中国政治学的

恢复与发展而同步前进。在政治学恢复与发展中确立学科体系、编著学科教材、培养学科人才、

指导政治实践，上海政治学都具有突出的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发挥了积极的影响，成为中

国政治学研究的一块阵地、一方重镇、一个缩影。

考察改革开放后上海政治学发展的地位、作用与影响，事实上就是试图从政治学发展史的视

角解读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政治学的发展。对政治学史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对政治思想史

的研究，二是对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学的发展历程的研究。显然，本文意在通过对改革开放后上

海政治学发展的组织、议题与方法的研究，说明上海政治学的研究组织完善了上海政治学发展的

面貌、研究议题提出了上海政治学发展的命题、研究方法塑造了上海政治学的发展形态，揭示上

海政治学在中国政治学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作用与影响，旨在说明改革开放后上海政治学的发展

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变迁的缩影，也是中国政治发展变迁的产物。因此，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与主

要矛盾的转换中，上海政治学的发展要继续 “补课”，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中不断拓

展，在改革中奋力前行，在开放中凝聚共识，展示政治学的使命与责任。

一、改革开放后上海政治学的发展历程

上海政治学的恢复、发展、反思是在改革开放后，在此之前，上海政治学已有一定的发展规

模和发展态势。政治学传入中国之初，《时务报》《新世界报》等上海报刊就刊登了大量西方政治

学的知识。１９２８年，光华 大 学 创 办 了 上 海 最 早 的 高 校 政 治 学 研 究 团 体———光 华 大 学 政 治 学 会，
并编印 《政治学刊》 （年刊）②。１９３１年，复 旦 大 学 成 立 政 治 科 学 研 究 会，后 又 成 立 政 治 学 会，

并创办 《政治学报》③。清末和民国时 期，上 海 政 治 学 在 翻 译 国 外 政 治 学 著 作 之 外④，出 版 了 多

部名家大作⑤，其中，包括邓初民的 《政治科学大纲》、萨孟武的 《政治学概论》等⑥，引领 一

时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与全国政治学研究趋于沉寂一样，上海政治学也经历了

挫折，被迫中断。１９５２年，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政治学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被取消，政治

学者被分散到其他科室，政治学专业报刊杂志趋于凋零，政治学会组织活动以其他形式开展。然

而，即使在这样的 背 景 下，上 海 政 治 学 仍 然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发 展。１９５３年４月，在 北 京 成 立 的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成为包括上海政治学者在内的全国政治学者的学者之家，政治学被纳入法

学之下进行教学科研，且主要研究资产阶级国家学说、人民民主专政等问题，出版了诸如徐盼秋

的 《什么是国家》⑦、晋峰的 《什么是政党》⑧ 等政治学论著。１９６２年，复旦大学恢复了政治学

系，１９６４年２月，为加强对外国问题的研究，适应国际形势的需要，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改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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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峰：《什么是政党》，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



际政治系，成立了相关的教研室，主要从事欧美国家政治研究。在这之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学

研究逐渐淡出学者视野，这一时期的政治学研究开始转向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服务于国家发展

的需要。
在邓小平 “补课”的号召之下，上海政治学逐步走上了恢复发展的正轨，呈现出繁荣发展的

态势，逐渐成为中 国 政 治 学 的 前 沿 阵 地 与 学 术 重 镇。对 这 一 历 程 的 考 察 整 体 上 可 以 分 为 四 个

阶段：
一是恢复重建时期 （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１年）。上海政治学的恢复发展是从组织机构的恢复重建

开始的。这一阶段的上海政治学主要是恢复、组建了相关的组织机构，奠定了上海政治学发展的

基本组织格局。这一时期，上海市社联于１９７８年恢复了活动，复旦大学于１９８０年在全国率先恢

复了政治学专 业，建 立 了 政 治 学 教 研 室，并 于１９８１年 招 收 了 全 国 第 一 届 政 治 学 专 业 本 科 生。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上海市政治学会的成立是恢复重建完成的标志。
二是步入正轨时期 （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９２年）。组织恢复重建后，上海政治学的发展即步入了正

轨，这一时期上海政治学的发展体现在组织机构进一步拓展，研究议题在传承、引介、创新中不

断推进，研究方法开始关注到定量方法。由于过去的知识体系被打破和改革开放后国外政治学的

刺激，这一时期的上海政治学一方面重组学科体系，各个高校科研院所都将学科背景多样化的教

师进行整合，开展政治学的教学科研活动，出版了相关的政治学教材，承担了全国性政治学培训

班的培训任务，另一方面注重引介国外政治学的理论。这使得恢复重建后的上海政治学在１９８２
年至１９９２年间呈现出 “四个一批”的局面，即一批教材诞生、一批著作问世、一批论 文 发 表、
一批国外著作翻译出版，奠定了上海政治学发展的格局。这一时期的上海政治学是在 “补课”的

基础上奋力直追，出现了一大批为后来所记忆的学者、作品和出版机构，比如，国内最早研究中

国政治制度的著作———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浦兴祖主编）、第一部政治社会学著作——— 《美国

反对美国》（王沪宁著），以及王松主持编写的多本政治学教材，很多都是开国内之先，包括 《政
治学基础理论》《中国近代管理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管理思想史》等。

三是繁荣发展时期 （１９９３年 至２００７年）。在 “四 个 一 批”的 格 局 形 成 之 后，如 何 更 好 地

“建设政治学”成为 “学术凸现”年代政治学的一大任务，也就是要关注国家政治发展所要重点

突出的任务①。在政治发展的大背景下 培 植 发 展 的 土 壤 和 汲 取 发 展 的 养 分，研 究 者 数 量 不 断 增

多，队伍不断壮大，专业研究机构越来越多，研究对象愈加丰富，研究方法更加繁多，学术成果

数量和质量显著增加，为中国的发展提供知识储备、智力支撑、人才支持。与此同时，随着改革

开放的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上海政治学的发展

与国家发展同呼吸、共命运，已经逐渐注意到政治学发展的中国特色问题，紧跟国家发展态势，
确定自身发展价值。

四是定型拓展时期 （２００８年至今）。这一时期的上海政治学以错位发展为标志，各个高校政

治学系相继重组，在传承与提炼、引介与运用、创新与发展中展现了上海政治学强大的后劲与潜

力，呈现出政治学的错位发展，这也是上海政治学发展日益成熟的一种策略。作为上海政治学发

展龙头的复旦大学，重视政治学基础理论、政党理论、政治制度的研究，与之形成差异的是上海

其他高校政治学的发展，在办学理念、组织结构、专业设置、课程内容、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
结合自身的传统优势，尽量避免发展的同质化。华东师范大学重视政治哲学的研究、上海外国语

大学主攻国际政治学研究、原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培育军事政治学的研究、华东政法大学强调

比较政治学和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等，这种错位化、差异化的发展模式丰富了上海政治学，也使得

上海政治学逐步走向定型。与此同时，２００８年是改革开放３０周年，作为反思改革开放的成果之

一，包括上海政治学界在内的中国政治学界集中出现了不少反思国外政治学、中国政治学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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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论文和著作，致力于从比较政治学入手，重新挖掘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反思中国政治学研

究中的 “政治学在中国”与 “中国的政治学”①，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这是

上海政治学的拓展时期和价值再确定时期。

二、组织：建构上海政治学的学术共同体

上海政治学的恢复与发展是从恢复和发展其组织开始的，即试图建构上海政治学的学术共

同体。

一是上海市政治学会、上海市社联等政治学者的实践空间。上海政治学组成学术共同体的标

志性事件就是上海市政治学会的成立。１９８１年１０月，上海市政治学会成立，成为上海市高校、

党校、社科院、部队院校和党政企事业单位研究部门 （即 “五路大军”）的众多政治学工作者从

事政治学研究的 “学者之家”。此后，上海市政治学会每年召开年会，作为团体会员参与中国政

治学会，不定期编撰相关书刊，打造了上海政治学界的学术共同体。除了作为政治学者归属的政

治学会之外，１９５８年成立的上海市社联是全国第一个省级社会科学界联合会，１９７８年恢复活动，

市社联以学术年会、学术活动月等多种形式开展政治学交流与研讨，成为政治学人、政治学会与

其他社团交流学术的舞台。

二是培训班、学术会议等培训人才和交流思想的舞台。培训班、学术会议是学者集聚以提升

政治学研究水平、交流政治学研究见解的舞台。中国政治学会成立之初就准备举办政治学知识培

训班。受中国政治学会之托，复旦大学于１９８２年举办了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②，在政治学

界起了 “亮相、启蒙、播种”的作用③，培训班的老师和学生大部分都成为中国政治学界的代表

人物。在全国政治学讲习班讲课的基础上，由皮纯协、王邦佐、孙关宏主编的 《政治学教程》出

版④。此后，各种培训班相继举行。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政治学发展的需要，政治学研究方

法日益受到重视，各种方法论培训班相继开展。以公共管理与政治学研究方法暑期培训班为例，

美国杜克大学与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多所高校合作，在上海举办了多届公共管理与政治学

研究方法暑期培训班，旨在促进政治学研究方法在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研究、教学与应用。在培

训班之外，学术会议是政治学者交流思想的舞台。为数众多的学术会议研讨了政治学研究中的重

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拓宽了上海政治学者的学术视野，可以认为，每一次学术会议都是对当时最

为迫切的学术问题进行讨论和交流。例如，１９９８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政治学年会以党的十五大

精神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为主题，２０１０年在华东政法大学召开的 “比较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

学术研讨会是国内第一次以 “比较政治”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２０１４年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

治发展研究中心举办了 “比较政治研究：现状、前沿趋势和中国”的国际会议。随着改革开放的

到来，上海政治学者多次作为中国政治学会的代表参与国际政治学年会⑤。不止于此，类似于上

海政治学论坛、上海青年政治学论坛、上海海归政治学人论坛等定期的学术会议已经成为上海政

治学界的品牌活动。

三是政治学系、科研机构等培养学生和撰写成果的平台。大学政治学系和专业的政治学科研

机构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教学与科研的重要平台。１９８０年，复旦大学即着手建立了政治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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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玉成、周光俊：《从政治学博士论文看我国政治学研究之取向》，《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值得注意的是讲习班只举办了一届。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５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举行了 “全国第一期政治学 讲

习班３０周年座谈会”；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５日，中国政治学会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联合主办了 “中国政治学的

恢复与发展暨纪念中国政治学讲习班３５周年学术研讨会”。
“亮相、启蒙、播种”是讲习班教师夏书章先生对讲习班的评价之语。

皮纯协、王邦佐、孙关宏：《政治学教程》，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中国政治学会于１９８４年加入国际政治学会，随后派团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第十三届大会 （１９８５年）、在华盛顿举行的第十

四届大会 （１９８８年），后于１９９１年６月退出。此后，中国政治学者以个人名义参与。



研室，１９８１年在全国最早招收政治学本科生。此后，上海多所高校相继建立了政治学系，多所

高校获得了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于

２００３年开设了国内第一个以 “比较政治”命名的大学科系，这是学科调整和研究重心调整的重

要标志。相较于政治学系的单一化和协调不便，科研机构则能整合多学科的优势开展政治学研

究。２００７年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２００８年成立的将研究重心定位为比较政

治的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①、２００８年成立的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２００８年原南

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成立的军事政治学研究中心、２０１２年复旦大学成立的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

研究中心等，都是整合校内资源组建的专业研究机构。此外，各个高校还存在着大量的校院级研

究中心，或是临时性的，或是长期性的。科研机构的大量设立是高校重视科学研究的标志，为专

职科研人员提供了良好的科研环境。
四是学术期刊、出版机构等发表和出版研究成果的载体。文章发表、著作出版是政治学研究

为人认可的重要标志，学术期刊、出版机构正是这些成果的重要载体。除了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

主办的 《政治学研究》等少数专业的政治学期刊之外，上海的专业性政治学研究期刊并不多，主

要是各高校科研院所的综合性学术期刊。１９８１年１１月，由上海市政治学会编印的 《政治科学通

讯》② 内部刊印；１９８２年６月，由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创办的政治学和法学专业理论杂

志 《政治与法律》［原名 《政治与法律丛刊》（季刊）］创刊。尤为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８４年８月由上

海市政治学会创办的 《政治学信息报》③，这是一份政治学研究的理论性报纸，发表了当时最新

的 “系统论”“控制论”。２００２年，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主办的 《复旦政治学评

论》是国内第一 本 政 治 学 评 论 期 刊；２０１２年，由 华 东 政 法 大 学 政 治 学 与 公 共 管 理 学 院 主 办 的

《中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报告》是国内较早的以公共安全为主题的期刊。应该说，专业性期刊的

出现是政治学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政治学继续发展的重要契机。在学术期刊之外，改革

开放以来的上海政治学出版了多 种 政 治 学 著 作，比 如，１９８５年 王 松 出 版 的 《政 治 学 基 础 理 论》
是上海最早的高校政治学理论教科书。此后，上海市政治学出版了多种多类的著作，甚至以系列

丛书的形式展示了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比如，王沪宁主编的 “现代政治透视丛书”、林尚立主

编的 “当代中国政府理论研究丛书”和 “中国政治文明发展与建设丛书”、桑玉成主编的 “政治

问题新视角系列丛书”和 “政治沉疴系列丛书”等。除此之外，以工具书的形式问世的政治学著

作也是展示政治学科研成果的重要 载 体。在 这 方 面，上 海 政 治 学 者 主 编 或 参 与 了 多 种 成 果，比

如，《政治学词典》《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卷》《辞海》《大辞海》等。

三、议题：以恢复、发展、反思为中心的政治学议题建构

政治学的研究离不开议题的确定，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与政治学者学术旨趣相契合的、与

国际政治学发展接轨的议题肯定是好的选题，也必然是能够引起学术界关心的。议题的挖掘既有

对外来冲击的回应，同时，也要有本土经验的积累，这其实是一种互动。改革开放后的上海政治

学以恢复、发展、反思为中心。恢复的含义其实是 “补课”，将逝去的和失去的课程补起来，尤

其是过去一直在做但因时代原因被荒废的和废弃的课题，这其实是知识整理与挖掘工作的议题，

是一种知识传承。发展的含义是与改革接轨，回应国家和上海政治发展的需要，是推动改革的课

题；同时，上海政治学的发展应该与国际接轨，要着眼于国际范畴，补充最新的课题，是推动开

放的课题。反思的含义是在发展中反思政治事件以获得经验教训，是推动政治更好发展的议题，

同时也是对政治学本身发展的反思，意在获得政治学更好的发展空间，推动政治学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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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成立于２００８年，后于２０１２年更名为政治学研究所，后又更名为政治学研究院。
《政治科学通讯》两月一期，由上海多所高校轮流编辑刊印，共印１２期，发表论文９４篇。
《政治学信息报》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发表了全国各地学者的文章，共出版２６期，于１９８７年１月停刊。



因而，上海政治学在恢复、发展、反思中存在着四类议题。
（一）知识整理与挖掘的议题：知识传承

传统与传承是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丢弃的。清末政治学传入上海后的发展、民国政治学的发

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政治学的发展是改革开放后上海政治学承续发展的重要积淀和

基础，因而，改革开放后的上海政治学首先是在恢复基础上的发展，是知识的整理与挖掘，意在

知识传承。

对过往政治学的继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新整理和挖掘过去的研究成果。比

如，王鼎元介绍了发现恽代英 《政治学概论》的过程，并考察了该书的版本问题；同时，王鼎元

等人将恽代英的 《政治学概论》视为我国早期的一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著作，重新挖掘了该书的

学术价值和学科地位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体系在民国的开创———邓初民＜政治科学大纲＞
的意义》一文将邓初民的 《政治科学大纲》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开创性著作，影响了此后直

至８０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著述②。《钱端升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一文认为，钱端升是中国

现代政治学者，尤其是比较政治学的开创者，是西方政治科学方法的引入者③。《高一涵：现代

政治学的开拓者》一文认为，高一涵是第一代政治学家之代表，以他的旧学根底与西学资源开拓

性地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先驱④。二是出现了以过去时代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其中，比较典

型的如王向民对民国政治学的研究，将民国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考察了作为外来学科

的政治学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张力⑤；刘世军以西方政治学在中国的传播为案例，考察了中国现代

政治文明的转型，分析了中国近代政治现代化与西学东渐的关系⑥；孙青以西方政治学知识在华

传播与本土知识精英的接受为切入点，考察了中国现代政治学在输入基础上的就地知识生产⑦。

三是重新整理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正确认识中国政治学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坚持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这是包括上海政治学在内的中国政治学研究区别于国外政治学研究的根本标志。夏

征农在上海市政治学会成立大会上宣称，“我们的政治学是马列主义的政治学”⑧。就上海政治学

界而言，王邦佐、孙关宏的 《提倡学一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思

路⑨、《〈共 产 党 宣 言〉是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治 学 大 纲》肯 定 了 《共 产 党 宣 言》对 政 治 学 研 究 的 价

值瑏瑠；刘星汉等主编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范畴与框架，并以

此分析了中国政治瑏瑡；蓝瑛主编的 《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介绍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理论与实践

的历史瑏瑢；王沪宁主编的 《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

物主义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要著作瑏瑣；王松的 《利益

·权力·政治发展———王松教授政治学研究５０年文集》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来探索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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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元：《恽代英编＜政治学概论＞一书的发现》，《宁夏大学学报》１９８３年第２期；王鼎元、李佩龙：《我国早期的一部马

克思主义政治学———读恽代英的＜政治学概论＞》，《宁夏大学学报》１９８３年第２期。

束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体系在民国的开创———邓初民＜政治科学大纲＞的意义》，《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刘剑君、刘京希：《钱端升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文史哲》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王向民：《高一涵：现代政治学的开拓者》，《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７日。

王向民：《民国政治与民国政治学：以１９３０年代为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王向民：《学科与学术：中国２０世

纪３０年代政治学的建立》，《政治学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刘世军：《中国近代政治文明转型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孙青：《晚清之 “西政”东渐及本土回应》，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９年版。

夏征农：《加强对政治学的研究———摘自夏征农同志在上海市政治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社会科学》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王邦佐、孙关宏：《提倡学一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政治与法律丛刊》１９８２年第３期。

王邦佐、孙关宏：《＜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大纲》，《复旦学报》１９８２年第５期。

刘星汉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蓝瑛：《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王沪宁：《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多元化与政治发展、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与政治发展、政治学学科建设与政治发展等内容①。在某

种意义上，政治学的研究不仅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的需要，上海政治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整理与挖掘没有让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空泛化、
标签化，也没有让马克思主义失语、失踪、失声。

（二）推动改革的政治学议题：回应政治发展需求

“通常，一门学科的地位总是取决于社会的需求，理论的地位取决于理论满足社会需要的程

度，特定时代的主题常常就是该时代学术的主题。”② 政治学研究终究不是书斋里的游戏，回应

社会政治发展需求的课题始终是上海政治学界发展中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

的关键一招，全方位、全领域开启了中国政治的新征程，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中国的全

面改革开放呼唤出中国政治学，所以，政治学一恢复就面临着许多需要研究和回答的问题，其中

最核心、最现实的问题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化问题”③。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职能转变、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党政领导体制、党内民主、基层治理、

协商民主等主题在不同时期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问题。以邓小平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８日发表的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为标志和依据，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不同时期围绕不同的主题渐

次展开，虽然在改革的进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挫折，但始终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并

提出了诸如 “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搞政治体制改

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④ 等有关政治体

制改革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论断。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上海政治学产生了对 “一国两制”的解读

（如 《从 “一 国 两 制”看 主 权 与 治 权 的 关 系》⑤）、对 反 腐 败 的 解 读 （如 《反 腐 败：中 国 的 实

验》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角色的解读 （如 《政府角色———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

为与不作为的探讨》⑦）、现代化发展中的中国政治选择 （如 《现代化与当代中国的政治选择———
兼论邓小平同志的政治观》⑧）、对党内民主的解读 （如 《党内民主与政治发展：开发中国民主化

的体制内资 源》⑨）、对 集 权 分 权 的 解 读 （如 《现 代 化 进 程 中 政 党 的 集 权 结 构 和 领 导 体 制 的 变

迁》瑏瑠）等。毋庸置疑，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问题始终是围绕着政治民主化而展开的，是为

了坚持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因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化与规范运行就始终是

政治学界的重要议题，制度成熟定性问题成为政治体制改革重要的一环。１９７９年，夏征农就出

版了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瑏瑡 一书，较早地呼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上海市政治学会

首任会长潘念之和第二任会长石啸冲先后发表了有关民主政治的一系列文章。例如，潘念之的

《民主和法制是密切相关联的》《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伟大发展》《宪法的概念和这次

修改宪法的重要意义》瑏瑢，石啸冲的 《言论自由与学术民主》《政治学纵横谈———政治学是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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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松：《利益·权力·政治发展———王松教授政治学研究５０年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刘世军：《中国近代政治文明转型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５３页。

桑玉成：《政 治 学 在 当 代 中 国 的 发 展》，载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与 当 代 中 国———上 海 市 社 会 科 学 界２００３年 度 学 术 年 会 文 集》，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７６、１７７、１７８页。

王邦佐、王沪宁：《从 “一国两制”看主权与治权的关系》，《政治学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２期。

王沪宁：《反腐败：中国的实验》，三环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桑玉成等：《政府角色———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与不作为的探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曾峻：《现代化与当代中国的政治选择———兼论邓小平同志的政治观》，《理论探讨》１９９５年第３期。

胡伟：《党内民主与政治发展：开发中国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复旦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陈明明：《现代化进程中政党的集权结构和领导体制的变迁》，《战略与管理》２０００年第６期。

夏征农：《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潘念之：《民主和法制是密切相关联的》，《复旦学报》１９８９年 第２期；潘 念 之：《社 会 主 义 民 主 与 社 会 主 义 法 制 的 伟 大 发

展》，《政治与法律丛刊》１９８２年第１期；潘 念 之： 《宪 法 的 概 念 和 这 次 修 改 宪 法 的 重 要 意 义》， 《社 会 科 学》１９８２年 第７
期。



学的一门基础学科》① 等。此后，在党中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之后，一系列关

于党内民主、政策民主、基层民主、协商民主等社会主义民主的文章和书籍就相应地发表和出版

了。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民主化终究是以制度的成熟定型为依托，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

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②，因此，邓小平同志于１９９２年就提出了 “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

型的制度”的问题③，并逐渐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也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成为学界的热

点话题。

（三）推动开放的政治学议题：拓展国际接轨的空间

政治学的发展不仅要关注中国改革的问题，更要关注世界开放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作为

开放前沿的上海政治学的发展始终保持了追赶国际、接轨国际的态势，在原有译介西方政治学相

关领域重要著作文章和对国别与制度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从高校学科组织体系建设方面着手，探

索上海政治学研究的新路径。

一是引介。作为一门外来学科以及改革开放后 “补课”的产物，中国政治学是在重新外来化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④。之所以说是 “重新外来化”，这意味着引介不是从１９７８年后产生的，在

晚清国门开放之后，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引介依然是维持学科发展的重要方法⑤，首要即

为翻译。“翻译文献的数量持续上升不但开阔了国内学者的视野，而且有利于我们理解西方政治

传统，把握西方政治理念进而为批判性地借鉴西方政治学理论提供了可能性。”⑥ 值得指出的是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 “当代学术思潮译丛”⑦、１９８８年成立的东方编译所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合

作出版的 “东方编译所译丛”、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０８年间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策划的 “世纪人文系列

丛书”等，系统地引进出版了多种国外经典政治学著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⑧。以 “东方编译所

译丛”为例，该所历经数次调整，最终 将 出 版 书 系 锁 定 为 “世 界 政 治 与 国 际 关 系”和 “政 治 科

学”两个子系列，分别为 “绿皮书”和 “蓝皮书”。截至２０１０年，该丛书共出版政治学与国际关

系类约１００册译著，梳理和探究了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为国内学人引进了最为前沿的政治学

理论，成为该领域公认的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套丛书。比如，我们所熟悉的 《共识与冲突》
《国家与社会革命：对 法 国、俄 国 和 中 国 的 比 较 分 析》 《想 象 的 共 同 体：民 族 主 义 的 起 源 与 散

布》⑨ 等都出自该系列。当然，除 了 引 介 著 作 之 外，对 重 要 论 文 的 编 译 也 是 引 介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其中，存在着多种形式。一方面，以发表文章的形式编译国外政治学前沿概念，例如，孙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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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啸冲：《言论自由与学术民主》，《政治与法律丛刊》１９８２年第１期；石啸冲：《政治学纵横谈———政治学是社会科学的一

门基础学科》，《政治与法律丛刊》１９８２年第２期。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３３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７２页。

周平：《政治学构建须以知识供给为取向》，《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有关近代中国政治学引介的情况，参见王向民 《民国政治与民国政治学：以１９３０年代为中心》；刘世军 《中国近代政治文

明转型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孙青 《晚清之 “西政”东渐与本土回应》，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９年版；孙宏

云 《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 （一九二六至一九三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５年版；

刘杰 《中国近代政治学的形成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

杨海蛟：《中国政治学３０年》，《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当代学术思潮译丛”秉持着 “选择：不仅仅是 ‘拿来’”的学术 旨 趣，从１９８７年 开 始 陆 续 出 版 了 多 种 译 著。该 丛 书 选 择

了社会科学领域众多的名家大作，同 时 兼 顾 了 自 然 科 学，翻 译 引 进 学 科 的 最 新 成 果 与 经 典 著 作，参 见 陈 听、杨 鲁 军、石

磊、潘龙杰 《选择：不仅仅是 “拿来”———谈 “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中国图书评论》１９８７年第３期。

有关 “东方编译所译丛”的相关故事，参见潘丹榕 《“东方编译所译丛”卅载变化中不改初衷》，《中华读书报》２０１５年８
月５日。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共识与冲突》，张华青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１１年版；［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

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等 译，上 海 世 纪 出 版 社 集 团２００７年 版；［美］本 尼 迪 克 特·安 德

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社集团２００５年版。



明引介的 “世代政治学”①、夏伯铭 引 介 的 “政 治 心 理 学”② 等；另 一 方 面，选 译 多 篇 同 主 题 论

文，编辑成书，例如，王沪宁、竺乾威编译出版的 《腐败与反腐败：当代国外腐败问题研究》③，
何俊志、任军锋、朱德米编译出版的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④ 等。

二是引进归国人才、推进国际发表、创办国际期刊、出版国际丛书、举办国际会议。在引介

国外书籍、文章之外，通过邀请海外学者来沪讲学交流、聘请海归学者来沪任教访学、师生交换

交流等方式，上海政治学界与世界多所政治学名校建立了交流合作机制，国外政治学界的优秀学

者通过多种机制来沪交流、讲学、访学，甚至任教。依托国家留学基金委、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政

府奖学金、校际交流项目、院 （系）级交流项目等，师生的交换交流机制将 “引进来”与 “走出

去”相结合，更加方便地与国外高校、科研机构、学者等进行交流引介。交流引介对于掌握国外

前沿理论、拓展学术视野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重要的成果就是上海政治学界越来越多地

举办金砖国家发展与治理论坛、全球城市论坛、上海论坛等国际会议，在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Ｓｏ－
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等国 际 顶 尖 杂 志 发 表 论 文，创 办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Ｆｕｄ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⑤ 等英文杂志，与国际顶尖出版

社合作出版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
ｔｕｒｙ、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⑥ 等系列丛书。

三是比较政治的议题。比较是知识生产的发动机，也正是在比较中才能拓展本国政治学的发

展，才能与国际政治学对话和接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既作为政治学研究分支又

作为其研究方法”⑦ 的比较政治学在某种程度 上 代 表 着 中 国 政 治 学 发 展 的 未 来。在 翻 译 的 基 础

上，上海政治学界的比较政治学呈现出比较政治制度、国别 （区域）、学科体系建设等多元发展

的格局。上海政治学界译介了阿尔蒙德、达尔等比较政治学者的著作和论文⑧，出版了一些较有

影响力 的 比 较 政 治 学 著 作 （如 王 沪 宁 出 版 了 国 内 第 一 本 比 较 政 治 学 专 著——— 《比 较 政 治 分

析》）⑨，发表了一些较有影响力的比较政治学论文 （李路曲发表了国内较早的关注比较政治方法

的论文——— 《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瑏瑠，创办了一些较有影响力的比较政治学期刊 （如李路曲主

编的 《比较政治学研究》辑刊是国内第一份以 “比较政治”为关键词的系列辑刊）瑏瑡。对国别史

与政治制度的研究是上海政治学界的优势所在，出版了诸如 “各国手册丛书”以及 《美国两党制

剖析》《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的历史与现实》《变革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比较政府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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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Ｒ．Ｇ．布朗加特、Ｍ．Ｍ．布朗加特：《世代政治学》，孙嘉明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１９９４年第１２期。
［美］多伊奇：《政治心理学》，夏伯铭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１９８４年第６期。

王沪宁、竺乾威：《腐败与反腐败：当代国外腐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何俊志、任军锋、朱德米：《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和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合作出版的中国政治学研究刊物，由陈志

敏教授担任主编；Ｆｕｄ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是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合作出

版的中国政治学研究刊物，由郭苏建教授担任主编。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是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Ｒｏｗｍａｎ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Ｌｅｘ－
ｉｎｇｔｏｎ合作出版的系列丛书，由郭苏建教授担任主编；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是复旦大学 国 际 关 系 与 公 共 事

务学院和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合作出版 的 系 列 丛 书，由 陈 志 敏 教 授 和 敬 乂 嘉 教 授 担 任 主 编；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是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 院 和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合 作 出 版 的 系 列 丛 书，由 钟 扬 教 授 担 任 主

编。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ｏｓ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３９，Ｎｏ．３，１９９１，ｐｐ．４４６－４６２．
［美］加布里埃尔·Ａ．阿尔蒙德、小Ｇ．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

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李路曲：《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政治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比较政治学研究》辑刊由李路曲担任主编，于２０１０年创刊，初期为年刊，后调整为半年刊，其编辑部最初设在华东政法

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后迁至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政治研究中心。



《西方政党制度社会生态分析》《西方政治制度》① 等著作。上海多所高校成立了比较政治系，开

设比较政治研 究 方 向，成 立 了 各 国 议 会 研 究 中 心 （上 海 外 国 语 大 学）、日 本 研 究 中 心 （复 旦 大

学）、以色列研究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华东师范大学）等，探索从学科体系

建设上完善比较政治研究。
（四）政治与政治学反思的议题：政治的审视与政治学的自省

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社会遭遇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系列政治事件为政治学的研究提供了

丰富的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政治变迁更是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直观的背景知识，
站在历史的角度审视政治发展能够为未来的政治发展提供经验与智慧。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也涉

及到政治与政治学发展的张力问题，也就是国家权力介入与学科自主性的关系。政治学学术研究

的自主性、主体性与独立性是否会因为国家权力介入而走向衰微，亦或是与国家权力介入相结合

而产生更加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学问，这恐怕并非是可以用一时之眼光去看待的问题。也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其凸显了对政治发展反思的价值及对政治学发展的意义。一是对某一历史事件的反

思。例如，对革命委员会的研究，反思作为三种利益代表的革命委员会权力结构的演变，其为

“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提供了分析视角，它是 “旧制度”与 “大革命”的共生②；对改革开放４０
周年的反思，强调在解放思想成为一个政治问题的时代，反思党和国家的历史才能更好地解决新

问题、迎接新挑战、开启新未来，这是留给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最大精神财富和最有价值的启

示③；对９０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主题的反思，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分别从思想建党、
制度建党、代表性和先进功能建党、科学党建等视角，丰富和发展了党建思想④。二是对中国政

治发展的整体反思。例如，在对中国政治发展２０年的反思中，明确了中国政治改革走中国特色

道路的原因，强调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关键的问题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下加强并扩大人民民主，
以及制度建设的有效性和必要性⑤；在对中国政治发展３０年的反思中，阐述了在建构政治有效

性中权威、秩序和活力的重要性，并据此进一步探明政治有效性在国家发展中所起到的中轴原理

作用⑥。
改革开放后上海政治学反思的课题不仅体现在对政治事件和政治发展的反思上，还体现在反

思政治学发展本身，关注政治学本身发展的不足和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的差距等。对政治学发展的

反思：一是对政治学整体发展的知识反思。例如，陈周旺的 《中国政治学的知识交锋及其出路》、
苏长和的 《中国政治学正走出百年西制崇拜意识》、桑玉成的 《关于政治学的主题与政治学基本

问题的思考》⑦ 等，甚至有对上海政治学发展的反思，包括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上海政治学发 展 报

告》和 《２０１４年上海政治学学科发展评 议》等⑧。二 是 通 过 对 政 治 学 发 展 中 某 一 板 块 的 反 思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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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单位合作，从１９７９年开始编辑 由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各 国 手 册 丛 书”，

如 《美国》《法国》《日本》等；陈其人、王邦佐、谭君久：《美国两党制剖析》，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版；林尚立：《政党政

治与现代化———日本的历史与现实》，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包霞琴、臧志军：《变革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时事出

版社２００４年版；曹沛霖、徐宗士：《比较政府体制》，复旦大学 出 版 社１９９３年 版；王 邦 佐、李 惠 康：《西 方 政 党 制 度 社 会

生态分析》，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陈明明：《“旧制 度”与 “大 革 命”——— “革 命 委 员 会”的 权 力 结 构 及 其 演 变 （１９６７－１９７３）》， 《中 共 历 史 与 理 论 研 究》

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桑玉成、周光俊：《反思的力量———写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云梦学刊》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张明军：《９０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主题的丰富与发展》，《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曾峻：《１９７８－１９９８：发展中的中国政治》，《政治学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４期。

林尚立：《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对中国３０年政治发展的一种反思》，《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陈周旺：《中国政治学的知识交锋及其出路》，《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苏长和：《中国政治学正走出百年西制崇拜意

识》，《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４年３月３１日；桑玉成：《关于政治学的主题与政治学基本问题的思考》，《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５期。

陈尧、池建东：《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上海政治学发展报告》，载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上海学术报告２０１２－２０１３》，上海人

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陈尧、孙克良：《２０１４年 上 海 政 治 学 学 科 发 展 评 议》，载 上 海 市 社 会 科 学 界 联 合 会 《上 海 学 术 报 告

２０１４》，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解读政治学的整体发展态势。例如，《当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状况评估———基于＜政治学研究

＞的文本分析》通过对 《政治学研究》自１９８５年创刊至２０１５年间所发表的论文进行信息分类统

计和量化分析，概括出中国政治与政治学发展的互动关系，判断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定位和发

展水平①；《从政治学博士论文看我国政治学研究之取向》对政治学学科排名前十名高校２０１１年

至２０１５年间政治学理论专业的３６９篇博士学位论文进行比较分析，辨析政治学在中国与中国政

治学之间的 “身份危机”所在②，对国家社科基金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５年间政治学立项项目的分析，

总结出政治科学研究的一般要求，回答了政治学研究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③等。三是对政治学

发展的特定时间和节点的反思。例如，王沪宁的 《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趋向 （１９８０－１９８６）》、林

尚立的 《政治学与政治发展：中国政治学发展２０年》及 《相互给予：政治学在中国发展中的作

为———中国政治学３０年发展的反思》④ 等。四是通过反思，对政治学发展提出期许。例如，王

松、孙力的 《论中国新时期的政治发展》对世纪之交的政治学发展提出了坚持自身逻辑和自主发

展模式⑤，王邦佐、秦德君的 《政治学研究亟须关注的四个问题》提出了制度建设、反腐败常态

化、国家治理等关注点⑥，郭苏建的 《中国政治学科向何处去———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现状评

析》提出中国政治研究应该成为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的有机组成部分⑦，以及 《政治学研究》

杂志就 “当代中国政治学的任务和使命”组织的笔谈⑧等。

四、方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价值再确定

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是在政治学发展过程中以及在与其他学科的交融中逐渐发展成熟的。就上

海政治学而言，上海政治学的恢复、发展、反思需要继承已有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引介国外政治

学成果，在此基础上创新发展，并呈现出错位发展的态势，这些都有赖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进

步，并且，学科分野与交融对新兴研究方法的需要也影响着上海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进程。值得关

注的是政治学自有其价值所在，政治学 与 政 治 学 者 担 负 着 生 产 知 识、生 产 思 想、生 产 理 论 的 任

务⑨，因此，政治学研究本身的态度可以是中立的，但其出发点与落脚点应该是有价值导向的，

要更加关注中国政治与上海治理。
（一）基本文献方法

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文献方法不外乎是历史的、比较的、阶级的、文献的等定性研究方法，在

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定性研究方法始终把持着政治学研究，这与中国政治学恢复发展的态势有

关。政治学发展到今天，尤其是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上海政治学，逐渐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视方法论的训练，鼓励和倡导定量研究方法。事实上，上海政治学界很早就

注意到实证方法、定量研究在政治学研究中的意义。早在１９８５年，卢林就发表了 《政治学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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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钟杨、韩舒立：《当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状况评估———基于＜政治学研究＞的文本分析》，《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桑玉成、周光俊：《从政治学博士论文看我国政治学研究之取向》，《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Ｙａｎｑ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Ｙｕｃｈｅｎｇ　Ｓａｎｇ，“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ｕｂ－
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ｕｎ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
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Ｎｏ．２，２０１６，ｐｐ．２０９－２２３．
王沪宁：《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趋向 （１９８０－１９８６）》，《政治学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２期；林尚立：《政治学与政治发展：中国

政治学发展２０年》，《政治学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２期；林尚立：《相 互 给 予：政 治 学 在 中 国 发 展 中 的 作 为———中 国 政 治 学３０
年发展的反思》，《山西大学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王松、孙力：《论中国新时期的政治发展》，《政治学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４期。

王邦佐、秦德君：《政治学研究亟须关注的四个问题》，《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５月９日。

郭苏建：《中国政治学科向何处去———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现状评析》，《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林尚立：《政治学在国家建设中的使命》，《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５期；桑玉成：《用政治科学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学习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８０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的体会》，《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桑玉成：《关于政治学的主题与政治学基本问题的思考》，《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方法初探》① 一文，提出政治学实证方法问题。次年，孙嘉明发表了 《政治学研究中的定量分析

方法》② 一文，强调政治学定量研究的必要性。随着定量研究方法逐渐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流方

法，越来越多的高校和刊物开始重视定量研究方法的培训和教育。随着海归教师大量入职上海高

校，在带来新鲜血液与完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上海政治学的方法论传统

有所冲击，但不可否认，其逐步完善了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论。
不过，研究方法终究只是工具，不能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圭臬。如果执意将作为研究工具的技

术手段奉为方法论，就会严格限定人们所选择研究的问题和表述问题的方式③。事实上，定性研

究方法仍然是上海政治学研究的主流方法，研究方法的论争远没有达到范式替代的程度，充其量

只是知识交锋④，并且这种交锋目前仍然是以定性研究为主流。
无论是何种研究方法，一个基本的问题是要有足够的文献和数据。在这方面，上海政治学界

一直较为重视文献与数据的开发和运用。除了花大力气引介之外，自主开发也是重要的途径。越

来越多的高校科研院所和学者认识到数据库、文献资料等对学术研究的价值，依托校院的众多研

究中心，在资料搜集、数据开发等方面作出了贡献。比如，成立于１９９９年的华东师范大学俄罗

斯研究中心就俄罗斯研究建立了专门的数据库，有 “Ｅａｓｔ　Ｖｉｅｗ俄罗斯大全” “Ｐｒａｖｄａ真理报”
等检索与浏览数据库，并提供中心的工作简报等⑤。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就选举与

人大研究搜罗了法律文本、权威观点、历史记忆、统计资料、文件档案等多种文献资料，供学术

研究、资政咨询等⑥。
（二）综合研究方法：学科分野与交融

学科分野与交融是政治学学科发展变迁中的重要环节。从学科分野与交融的角度看，主要有

分支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等三类学科。就作为分支学科的行政管理学而言，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就已经成为独立学科，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是恢复了其独立学科的地位。其中，周世逑

为恢复和发展行政管理学作出了贡献。１９８４年，他的 《行政管理》⑦ 一书问世。然 而，从 政 治

学科分化出去的行政学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依托于政治学的发展，直到１９９７年学科调整后才正

式被赋予独立学科的地位。
当然，学科分野只是特定阶段的学科发展现象，以边缘学科与交叉学科的发展为代表的学科

交融才是政治学发展演化的趋势。因而，已经很难说现代政治学、政治学者、政治学文著是独立

存在的、纯粹的，事实上已经融入了不同的学科内容、学科方法、学科规范，它是复合 式 的 存

在。网络政治学、生物政治学、政治社会学、军事政治学等多个交叉学科已经形成或成熟，拓宽

了上海政治学的研究视野，拓展了研究范畴，上海政治学的发展呈现出不同学科方法相互借鉴、
不同学科内容相互交融的局面。

（三）从价值中立到价值回归

源于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抛弃了制度、国家等解释主体和工具，转向行为主义，推崇研究手

段、研究目的的价值客观，曾经风靡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前的美国政治学界，在引入上海时也曾获

得青睐⑧。改革开放之初，虽然当时的美国政治学界已经基本上走过了行为主义与后行为主义政

治学的发展时期，然而，改革开放后上海政治学界最先接触到的是行为主义政治学，较早引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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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卢林：《政治学实证方法初探》，《政治学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３期。

孙嘉明：《政治学研究中的定量分析方法》，《政治学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６期。
［美］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１、６４页。

陈周旺：《中国政治学的知识交锋及其出路》，《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参见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ｈｔｔｐｓ：／／ｒｕｓ．ｅｃｎｕ．ｅｄｕ．ｃｎ。

参见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ｅｐｃ．ｏｒｇ．ｃｎ／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

周世逑：《行政管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王沪宁曾著文讨论了西方政治学行为主义学派，参见王沪宁 《西方政治学行为主义学派述评》， 《复 旦 学 报》１９８５年 第２
期。



著作与论文大多属于行为主义的研究成果，推崇价值中立的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受到青睐亦是无可

厚非。

然而，在国内政治发展需求与政治学人反思的基础上，上海政治学界逐渐抛弃了价值中立的

看法。早在１９８８年，王沪宁就认为，价值中立应该成为一种研究态度，但价值始终贯穿于政治

学研究的全过程，否则就有价值贫乏的危机①。也就是说，研究的态度可以是价值中立的，但研

究的出发点和价值导向却不能是价值中立的，甚至政治学研究本身就应该是有价值导向的。这就

将上海政治学的研究从价值中立带向了价值回归。这样的一种价值回归不仅表现在研究方法上，

也表现在研究旨趣上，其中，较为突出的是由于中国政治发展与上海治理的发展，上海政治学界

的政治学研究越来越多地关注本国、本地区政治发展中的现象与问题。在对中国政治特有的民主

党派、统一战线、共青团、政治协商、信访、党国体制等现象予以解释和对上海治理中的现象进

行总结与反思时，产生了俞云波等的 《中国民主党派史述略》、王邦佐主编的 《中国共产党统一

战线史》、陈明明的 《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关于党治国家的一个观察与讨论》② 等中国政治

研究成果，以及徐中振主编的 “上海社区建设研究报告丛书”、郭定平的 《上海治理与民主》、林

尚立主编的 《上海政治文明发展战略研究》③ 等关注上海政治发展现象的著作。同时，上海政治

学界提出了一些新的、具有本土特色的概念，如 “使命型政党”④ 等概念，无论概念的简约程度

如何、内涵深度如何，对于一个概念而言，一个好的概念的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应该是其理论与现

实的解释力。

余　论

不可否认，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重镇在北京，尤其是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甚

至有学者认为，“‘政治学与北大’可谓 ‘政治学与现代中国’的缩影”⑤。然而，这并不意味着

讨论上海政治学的发展意义不够深远。事实上，１９５２年的院系调整和１９６４年北京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复旦大学政治学研究的分工，对上海政治学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影响至深，从上海政治

学发展的组织、议题与方法着手，可以认 为，上 海 政 治 学 的 发 展 是 当 代 中 国 政 治 学 发 展 的 代 表

之一。

从改革开放后上海政治学做了什么、有什么特色、产生了什么影响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认为，上海政治学在恢复发展中国政治 学 的 过 程 中 起 到 了 引 领、开 创 与 旗 帜 的 作 用。改 革 开 放

后，上海政治学发展的历史与经验是在对过去反思的基础上产生的，既是现时发展的基础与平

台，也是未来发展的道路与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强调三个问题，这不仅是上海政治学发

展的问题，也是中国政治学未来发展的着力点。

第一，“补课”的任务虽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仍然显得不足，甚至可以认为，“补课”尚未

完成⑥。改革开放后，上海政治学通过 “补课”逐步解决了总体性不足的问题，但依然存在着急

需解决的问题。与国外政治学发展相比较，上海政治学的 “补课”任务还没有完成，上海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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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沪宁：《世界政治学面临二十一世纪》，《政治学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２期。

俞云波等：《中国 民 主 党 派 史 述 略》，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８９年 版；王 邦 佐： 《中 国 共 产 党 统 一 战 线 史》，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１９９１年版；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关于党治国家的一个观察与讨论》，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上海社区建设研究报告丛书”是由徐 中 振 主 编 的，上 海 大 学 出 版 社 于２０００年 出 版 的 一 套 上 海 社 区 建 设 研 究 丛 书，共８
本，如 《社区保障与社会福利：上海黄浦区外滩街道研究报告》 《社区党建与群众工作：上海杨浦 区 殷 行 街 道 研 究 报 告》

等；郭定平：《上海治理与民主》，重庆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林尚立：《上海政治文明发展战略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版。
“使命型政党”的提法源自复旦大学唐亚林教授，这一概念是中国共产党区 别 于 其 他 政 党 的 特 质。关 于 这 一 问 题，参 见 陈

明明 《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政党－国家及其对中国国家建设的意义》，《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何子建：《北大百年与政治学的发展》，《读书》１９９９年第５期。

桑玉成：《政治学的 “补课”任务远没有完成———重温邓小平的政治学 “补课说”》，《北京日报》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７日。



的整体发展在某些方面还是比较滞后的。不仅如此，与国内其他地区政治学发展相比较，某些方

面也显得较为滞后，这突出体现在政治学专业期刊不多、研究议题陈旧、研究方法滞后等方面。
因而，从组织、议题与方法的角度来看，未来上海政治学的发展要突出政治学专业期刊的建设，
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政党－国家体制等中国政治学的特有概念和族群冲突等前沿议题，关注新

兴学科方法。
第二，学术研究的开放性是必要的，但同时也要考虑到中国政治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阶段、

特点，要在组织、议题与方法上实现外来引进与中国国情的结合，满足中国政治发展的需要，实

现融合发展创新。上海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上海政治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外来人才、知识的引介，尤其是近年来上海高校大力引进海外留学人才，实现了与国际政治学界

的接轨。不过，需要注意政治学是面向社会发展需要的，海外归国学者及其知识在中国的土壤中

发挥比较优势，必须立足中国本土，适应中国政治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不能简单地

用西方的固有话语去套用于中国的现实。事实上，政治学的发展能否提出一套比肩国际主流学术

的政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其一定是在开放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政治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阶段性

特点而融合创新的。
第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与主要矛盾的转换为包括上海政治学在内的整个中国政治学的发展

提供了新的课题，阐明了新时代政治学的使命与责任所在，即在新时代要回答如何通过切实的政

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进程来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致力于制度供给体系的建构来回应人民群众

美好政治生活需要的时代关切①。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７日的哲学社会科

学座谈会上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并在同年１２月的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一次会议上通过了 《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在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中，政治学应该大有作为，凭借着深厚夯实的传承基础、海纳百川的引

介态度、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以上海政治学为代表的中国政治学将会更加繁荣，完全有可能形

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具有中国理念、中国主张、中国方案的中国政治学，为中国

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提供知识资源、学术资源、智慧力量。正是政治学

研究在特定时期为国家政治恢复发展提供了知识储备、智力支撑、人才支持，因此，这才决定了

政治学的学科地位、学术作用和政治影响。
（责任编辑：彤　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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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桑玉成：《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之制度供给体系的建构》，《武汉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