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治社会学》（选修）课程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编号

（Course ID）
1252031018

*学时

（Credit Hours）
32

*学分

（Credits）
2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政治社会学

Political Sociology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Courses）
《社会学概论》《社会学研究方法》《社会学理论》等课程。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政治社会学》课程作为社会学专业本科阶段的选修课，在学生掌握社会学学科内的基本方法

和理论后开设，以扩大学生对社会学研究和理论的进一步了解和掌握。该课程属于社会学的重要分

支，也属于与政治学关联的交叉学科，主要从社会学角度对政治领域中的相关现象进行研究分析，

特别致力于研究发生在社会层面的政治问题。20 世纪的历史见证了普通人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

地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这有赖观念的革新、技术进步和制度演变等，政治已不再只属于国家

制度性系统的专属。随着大众政治参与在全球范围内的大发展，社会既是政权存续的环境，又是政

府治理的对象，国家与社会在政权和治理这两个基本问题上的互动，已成为政治社会学的重要研究

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扩展到市民社会、大众政治参与、抗争性政治、身份认同的政治等诸多主题。

《政治社会学》课程以这些主题的研究为依托，课程讲授重视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吸引同学关注

当前中国政治社会学中的主要议题，促使同学自觉思考和分析现实社会中的各类政治现象。通过课

程学习，同学在了解政治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内容的基础上，能够有目的地在政治社会学领域内选

题进行（预）研究，为毕业论文或其他论文的写作提供选题参考和理论思路。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Political Sociology is offered as an elective at the undergraduate level for sociology
majors after students have mastered the basic methods and theories of the discipline, to
expand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mastery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and theory. This
course i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sociology and an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 related to
political science. It mainly studies and analyzes related phenomena in the field of politics
from the sociological view, it is particularly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issues at the
social level. The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has seen ordinary people become more and
more deeply involved in the political life of the country, thanks to innovations in idea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politics is no longer the exclusive
domain of the state's institutional system. With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mas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scope, society is not only the environment for the existence of
political power, but also the object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on the two basic issues of political power and governance,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political sociology, and on this basis has been
extended to many topics, such as civil society, popula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politics
of resistance,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these topics,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course focuses on integrating the realities of Chinese society and
drawing students' attention to the major issues in current Chinese political sociology,
make students think and analyze all kinds of political phenomena in the real society



consciously. After learning the basic concepts and contents of political sociology,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conduct (pre -) research on political sociology topics purposefully, for the
graduation thesis or other thesis writing to provide topic selection reference and
theoretical ideas.

教材

（Textbooks）

使用自编讲义。《政治社会学》属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学科，国内的政治社会学研究虽多，却

缺少社会学学者编著的教材，目前的国内教材基本上均为政治学学者所编著，在体系和内容上社会

学的特点不够充分，且比较陈旧。而国内外政治体系和制度差异较大，也不适合采用国外的相关教

材。自编讲义的内容主要以当前的政治社会学研究成果为主。该自编讲义曾于 2008-2019 年、

2021-2023春季学期为各级社会学本科生开设时使用过多轮。

参考资料

（Other References）

在此主要列举各类教材，其他详见各章节的阅读材料部分。

朱国云编，1998，《政治社会学概论》，清华大学出版社。

毛寿龙著，2001，《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夏玉珍、江立华主编，2005，《政治社会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振海等编著，2005，《社会场域中的政治——政治社会学的视角》，河南人民出版社。

王威海著，2008，《政治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梁丽萍著，2009，《政治社会学》，中央编译出版社。

孔德元等编著，2011，《政治社会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法]莫里斯·迪韦尔热著，1973/2007，《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杨祖功、王大东译，东方出

版社。

[美]安东尼·M.奥勒姆、约翰·G.戴尔，2018，《政治社会学》（第五版），王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英]基斯·福克斯著，1998/2008，《政治社会学》，陈崎、耿喜梅等译，东方出版社。

Tom Bottomore, 1993, Political Sociology, Pluto Press

Kate Nash, and Alan Scott, (eds). 2004.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Political Sociology.

Wiley-Blackwell

Kate Nash, 2015,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Human Righ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课程类别

（Course Category）
公共基础课/全校公共必修课 通识教育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专业必修课 专业拓展课/专业选修课 其他

*授课对象

（Target Students）
社会学专业本科生

*授课模式

（Mode of Instruction）

线上，教学平台

线下 混合式 其他

实践类（70%以上学时深入基层）

*开课院系

（School）
社会与民族学院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中文 全外语

双语：中文+ （外语讲授不低于 50%）

*授课教师信息

（Teacher Information）

课程负责人

姓名及简介
王微，讲师，法学博士（社会学专业）

团队成员

姓名及简介
无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ottomore&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Pluto+Press&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学习目标

Learning Outcomes）

1.了解并掌握政治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内容；

2.能够结合中国实际，使用政治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和概念进行思考和分析；

3.通过学习政治社会学课程，扩展学生视野，能够使用政治社会学相关理论和概念进行学术选题和

论文写作。

*考核方式

（Grading）

平时成绩：由两部分作业组成，包括自行选题完成课堂展示一次，课上作业一次。占总评成绩的

30%。

期末成绩：社会学专业内，自行选题，写作符合各项学术规范的政治社会学论文一篇。占总评成绩

的 70%。

*课程教学计划（Teaching Plan）填写规范化要求见附件

周次

周

学

时

其中

教学内容摘要

（必含章节名称、讲述的内容提要、实验的名称、教学方法、课堂讨论的题目、

阅读文献参考书目及作业等）

讲

授

实

验

课

习

题

课

课

程

讨

论

其

他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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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 2 2

第一章 政治社会学导论

一、什么是政治？

1、简单的理解

2、权威学者的界定

作为政府管理的政治、作为公共事务的政治、作为妥协和共识的政

治，作为权力的政治

3、马克思主义政治观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界定、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执政党的重

要政治方针

二、政治学

1、哲学传统

2、经验传统

3、科学传统

4、现代流派

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和公共行政学四个主要分支。

介绍比较政治学中的政体和民主理论、国家理论和政治社会理论。

阅读材料：

[美]李普塞特，西摩.马丁.，1997，《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

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俞可平，2003，《政治与政治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江宜桦，2008，“政治是什么——试析亚历士多德的观点”，李强主

编《政治的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威海，2008，《政治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章“政治社

会学的学科问题”、第二章“政治社会学的学科演变”

阎小骏，2016，《当代政治学十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

走进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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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政治社会学导论

二、政治学

5、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治学（重建）

三、政治社会学

1、政治学中关于政治的社会属性的一些论述

2、作为交叉学科的政治社会学：两个学科有意识的研究努力

3、政治社会学的特点及与政治学的区别

4、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尚无统一体系

阅读材料：

杨光斌，2019，《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第 10
期

熊跃根，2020，《马克斯·韦伯的政治理念与变革时代的社会政策：

对理解当代中国的启示》，《社会学评论》第 8 卷第 1 期。

徐勇、任路，2021，《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学术与话语———
以政治学恢复重建历程为例》，《中国社会科学》第 2 期

习近平，202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

习近平，2022，《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求是》

第 13 期。

第三周 2 2

第二章 政治社会学基本概念

一、权力、权利、权威

1、区分权力和权利

权力和权利的概念与区分；广义的权力及其研究

2、政治权力

界定和基本性质；政治权力与权利关系认识的不同理论；政治权力

研究

3、权威与合法性

韦伯的权威经典论述；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讨论；中国政治合法

性基础的相关研究；合法性危机

阅读材料：

[美]曼，迈克尔.，2000，《社会权力的来源》，刘北成等译，上海人

民出版社

[德]哈贝马斯，2000，《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

民出版社

杨宏星、赵鼎新，2013，《绩效合法性与中国经济奇迹》，《学海》，

第 3 期

唐文方，2013，《政权合法性比较研究: 以中国大陆和台湾为例》，

《国外理论动态》，第 7 期

夏循祥、陈健民，2014，《论无权者之权力的生成——以香港利东街

居民运动为例》，《社会》第 1 期

张向东，2019，《现代化进程中的执政党权威和合法性建构》，《政



治学研究》第 3 期

刘洁，2019，《家庭权力实践中的女性———以山西坐月子回娘家禁

忌的代际嬗变为例》，《青年研究》第 4 期

陈国权、皇甫鑫，2021，《功能性分权与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

《社会学研究》第 4 期

Nash, Kate., and Alan Scott. (eds) . 2004.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Political Sociology. Wiley-Blackwell 中的“权力与政治”部分

第四周 2 1 1

第二章 政治社会学基本概念

二、公共与私人

1、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区分和界定

私人和公共领域的基本性质和原则；公共和私人领域在社会结构的

其他方面；中国公私观念和社会行为的一些结论

2、公共权力领域

现实中如何区分公域和私域？公共与私人发生冲突时，牺牲哪一

方？对政治权力运行有增强其公共性的要求。

3、社会中的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网络公共领域与公共暴力；社会生活中的公

共空间（场所）

课堂展示作业布置：每位同学选择与政治相关的事件、现象或人物

等，系统收集与之有关的资料，在课堂上以现场报告的形式给老师

和同学们呈现出来。

讨论题：如何理解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分界？

阅读材料：

[德]哈贝马斯，1990，《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

出版社

张静，2006，《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上海书店出版社

张法，2010，《主体性、公民社会、公共性———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思想史上的三个重要观念》，《社会科学》第 6 期

李友梅、肖瑛、黄晓春，2012，《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

及其超越》，《中国社会科学》第 4 期

第五周 2 1 1

第二章 政治社会学基本概念

三、平等与公正

1、平等与公正的含义区别

平等的客观测量；公正的主观原则；相关研究展现

2、正义、公正与公平的进一步区分

价值观的正义；制度性的公正；公平的工具特征

3、政治学中正义原则的讨论

正义的简单分类；正义中重要的分配正义问题；分配正义原则的激

烈争论

4、社会学注重公正实践



普惠性公正与差异性公正；分配公正与再分配公正；实践中不同的

公正原则

课堂作业：举出一个常见的现象，请各位同学回答是否觉得公正？

为什么？

阅读材料：

张静，2008，《转型中国：社会公正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易小明，2015，《分配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中国社会科学》第 3
期

吴忠民，2017，《普惠性公正与差异性公正的平衡发展逻辑》，《中

国社会科学》第 9 期

许琪、贺光烨、胡洁，2020，《市场化与中国民众社会公平感的变

迁：2005—2015》，《社会》第 3 期

毕向阳、李沫，2020，《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对北京市养老资源的

空间分析》，《社会》第 3 期

杨国荣，2021，“重思正义———正义的内涵及其扩展”，《中国社会

科学》第 5 期

第六周 2 2

第二章 政治社会学基本概念

四、国家和社会

1、市民社会的历史

市民社会在欧洲兴起；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分立

2、市民社会的不同定义和特点

定义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市民社会的基本特点；中国的民间社会不

同于市民社会

3、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关系性质从对立到相互补充的认识变化；善治；市民社会对民主的

影响；市民社会的重要功能

4、中国国家和市民社会

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国家与社会的总体关系；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国家

与社会；具体研究

阅读材料：

范明林，2010，《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基于法团主义

和市民社会视角的比较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第 3 期

吴建平，2012，《理解法团主义———兼论其在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

研究中的适用性》，《社会学研究》第 1 期

景跃进，2018，《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逻辑转换———国家与乡村社

会关系的再思考》，《治理研究》第 1 期

詹国彬、陈健鹏，2020，《走向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现实挑战

与路径选择》，《政治学研究》第 2 期

高端阳、王道勇，2021，《乡村治理中的合作场域生成——基于 T 市
“三治融合”实践的分析》，《社会学评论》第 3 期



第七周 2 2

第三章 政治社会化

一、政治社会化的含义

1、与社会化相似的方面

2、与社会化不同的方面：

培养合格公民和政治精英；传递政治文化

二、政治社会化的机构与方式

1、家庭

2、同辈群体

3、学校

4、大众媒介

5、工作组织

6、其他社会政治组织

7、政府

三、政治社会化的其他研究

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农村政治化研究；网络媒介下的政治社会化

阅读材料：

臧晓伟，2008，《大学文凭和中国共产党党龄在政治精英选拔中的

作用》,边燕杰主编:《社会分层与流动———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

新进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金姗姗，2010，《县级政治精英群体特征分析》，《南京社会科学》

第 10 期

谢桂华、张阳阳，2016，《向党靠拢，被党接纳：大学生入党问题

研究》，《社会》2016 第 3 期

王海洲、潘雯菲，2020，《国歌认知与国家认同构建的实验政治心

理学研究》，《政治学研究》第 3 期

钱力成，2020，《把政治文化带回来———文化社会学的启示》，《社

会学研究》第 3 期

苗红娜，2020，《儿童政治认知的现状与特征》，《青年研究》第 5
期

周平，2021，《中国的人口国民化研究》，《政治学研究》第 1 期

马得勇、刘天祥，2021，《政治态度的家庭代际传承———基于 265
对亲子样本的分析》，《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0 卷·第 5
期

第八周 2 2

第四章 公民权

一、公民权概念

1、马歇尔的专有概念

2、公民权理论的发展与评价

3、公民权社会学注重权利的实践状况

二、区分人权与公民权

1、人权与公民权概念的历史来源

2、人权与公民权的差异

3、中国在人权方面的主要观点

三、公民权的类型和内容

1、政治公民权



2、经济公民权

3、社会公民权

4、三种权利的复合性与冲突

布置期末作业：每位同学在政治社会学研究领域内自行选题，在选

题下写作完成一篇专业的社会学经验研究论文或研究设计。

阅读材料：

李强，1997，《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社会学研究》第 4 期

[英]伊辛，恩靳.、特纳，布雷恩.主编，2007，王小章译，《公民权

研究手册》，浙江人民出版社

[美]苏黛瑞，2009，王春光、单丽卿译，《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人民出版社

Marshall , T. H. 1992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In T. H. Marshall &
Tom Bottomore (eds. )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 London : Pluto
Press.
Nash, Kate., 2015,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Human Righ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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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民权

四、中国政治分层对公民权的影响

1、李强的政治分层概念

2、从政治分层而来的福利分层

五、公民权社会学的相关研究

性别、文化公民权等

讨论题：公民权利是否会被滥用？权利的局限性？

阅读材料：

张文宏、刘琳，2013，《市场转型与家庭成分问题研究———以“黑

九类”的子女们为例》，《江苏社会科学》第 4 期

康岚，2015，《特大城市市民权的权利观念及其影响因素———以上

海为例》，《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２６卷第４期

唐士其，2018，《政治中的差异与平等》，《政治学研究》第 3 期

孙明、吕鹏，2019，《政治吸纳与民营企业家阶层的改革信心:基于

中介效应和工具变量的实证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 4 期

岳经纶、方珂、蒋卓余，2020，《福利分层：社会政策视野下的中

国收入不平等》，《社会科学研究》第 1 期

尚虎平，2021，《保障与孵化公民基本生存与发展权利———我国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历程、逻辑与未来》，《政治学研究》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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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政治参与

一、不同理论里的政治参与

1、精英主义

2、多元主义

3、理性选择论



4、民主参与论

5、简要小结和讨论：

做积极还是消极公民？政治参与的功能和意义

二、政治参与的界定和相关问题

1、政治参与概念界定

2、概念界定里一致的方面

3、概念界定里存在争议的方面

4、政治参与的其他问题

三、政治参与的类型和测量

1、政治参与的类别

2、实际研究中的类别及数量上的测量

3、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及其研究

阅读材料：

[美]达尔，罗伯特.，1987，王沪宁等译：《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

文出版社

海贝勒、舒耕德，2009，《从群众到公民——中国的政治参与》，中

央编译出版社

于建嵘，2010，《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基本问题》，人民出版

社

桂勇、李秀玫、郑雯、黄荣贵，2015，《网络极端情绪人群的类型

及其政治与社会意涵：基于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数据（2014）的

实证研究》，《社会》第 5 期

郑建君，2016，《个体与区域变量对公民选举参与的影响———基于

8506 份中国公民有效数据的分析》，《政治学研究》第 5 期

王正绪、叶磊华，2018，《东亚社会中的公民政治参与》，《政治学

研究》第 1 期

许文文，2018，《公众参与的有效性: 一项双案例比较研究》，《青年

研究》第 3 期

Lester W. Milbrath, 1982,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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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政治参与

四、影响政治参与的因素

1、可能纳入考虑的影响因素众多

2、具体研究

五、中国政治参与的相关研究

运动、动员式参与、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有序政治参与等

讨论：现实中你的政治参与有哪些？效果如何？

阅读材料：

王诗宗、杨帆，2018，《基层政策执行中的调适性社会动员：行政

控制与多元参与》，《中国社会科学》第 11 期

田先红，2020，《地利分配秩序中的农民维权及政府回应研究——

—以珠三角地区征地农民上访为例》，《政治学研究》第 2 期



徐延辉、李明令，2021，《工作单位与政治参与: 市场化效应的一个

微观管窥》，《政治学研究》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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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民族国家与国家政权建设

一、关于国家

1、政治学对国家的研究

2、社会学研究中的国家归来

3、国家的起源及不同的发展阶段

二、民族国家

1、欧洲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和扩散

2、民族国家的简要特征

3、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三、国家政权建设和相关的中国研究

1、民族国家的国家政权建设理论

2、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研究

阅读材料：

[美]安德森，本尼迪克特.，2005，《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

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汪华，2012，《工人参与、政治动员与国家政权建设——一项关于

车间民主的社会学考察（1956～1965）》，《开放时代》10 月

[德]韦伯，马克斯.，2018，《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修订版），甘阳

编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李发根，2019，《“国家政权建设”与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省思》，《近

代史研究》第 1 期。

田耕，2020，《民族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从“弗莱堡演讲”到“经

济与社会”的两条思路》，《社会》第 6 期

张会龙、朱碧波，2021，《中华国家范式:民族国家理论的省思与突

破》，《政治学研究》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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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抗争性政治

抗争性政治的简要分类。

一、革命

1、革命的特点

2、革命的不同理论

3、21 世纪后的革命

二、社会运动

1、社会运动界定和历史演变

2、新社会运动及其特点

3、社会运动简要理论分类

4、近期各类社会运动

阅读材料：

赵鼎新，2006，《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陈型颖、王衡，2018，《政治信任、社会网络与抗争倾向：基于 53
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证比较》，《社会》第 1 期

[美]斯考切波，西达.，2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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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出版社

应星，2016，《“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社会》

第 4 期

[美]蒂利，查尔斯.，2009，《社会运动，1768-2004》，胡位钧译，上

海世纪出版集团

Christian Borch, 2012. The Politics of Crowds: 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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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抗争性政治

三、中国群体性事件

1、爆发期、界定和性质

2、群体性事件的研究

讨论题：抗争性政治是否一定需要纳入制度性渠道？

阅读材料：

陈涛、谢家彪，2016，《混合型抗争———当前农民环境抗争的一个

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第 3 期

文宏，2019，《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舆情导向与政府回应的逻辑互动

———基于“雪乡”事件大数据的情感分析》，《政治学研究》第 1
期

韩志明，2020，《从“粗糙的摆平”到“精致的治理”———群体性

事件的衰变及其治理转型》，《政治学研究》第 5 期

Christian Borch, 2012. The Politics of Crowds: 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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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挑战与政治转型

一、挑战

1、环境和资源问题的挑战

2、数字权力的挑战

3、社会多元化的挑战

二、政治转型

1、民主化

2、网络化

3、后现代化

4、恐惧的政治

5、身份政治带来的政治碎片化和对抗

阅读材料：

[美]福山，弗朗西斯·，2015，《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化到民

主全球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郑石明，2018，《国外环境政治学研究述论》，《政治学研究》第 5
期



周少来、张君，2018，《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 40 年》，《政治学研究》第 6 期

涂锋，2021，《身份政治第三波与西方国家的政治衰败———基于国

家建构视角的分析》，《政治学研究》第 3 期

Mark Lilla，2017，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 After Identity Politics.
New York: Harper
Francis Fukuyama，2018，“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Foreign Affairs，9/10，Vol. 97，N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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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1、政治社会学的主要研究特点有哪些？

2、政治社会学研究选题和研究方法选择。

总计 32 25 7

备注（No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