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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邓小平政治学要赶快补课的号召 , 1980 年 5月 ,在北京召开中国政治学会筹备会

议 ,当时主要研究了三个问题:①制定中国政治学会章程草案;②张友渔等老一辈政治学家

提出 ,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结合中国国情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政治学;③参加筹备会的高校学者建议在综合大学恢复政治学专业 。

1980年 12月中国政治学会的成立 ,标志着中国政治学的恢复 。1983年国家教委决定 ,

在北大 、复旦 、吉大建立政治学专业 ,开始培养政治学人才。从此以后 ,政治学在全国迅速发

展。20年来 ,在政治学研究方面 ,拓宽了领域 ,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培养人才方面 ,建立了从

本科 、硕士到博士的比较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为国家输送了大批的政治学人才。可以说 ,

这 20年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新的世纪 ,中国政治学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如何进一步推进政治学的发展是每一个政

治学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一个学科的发展 ,不仅在于学者的努

力 ,而更主要的是取决于社会的需求 。如果学者研究的理论再“高深” 、“玄妙” ,但社会不需

要 ,也是无用的 。只有社会需要 ,认为它有用 ,这个学科才能发展 。

政治学是一门宏观学科 ,是研究国内外大事的学科 。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刻 ,如何认识国

内国际的形势是我们政治学研究的出发点。在新世纪初期 ,我国仍然处于转轨时期。转轨

就必然出现复杂现象 ,“入世”以后就会更趋复杂。因此 ,我们要认清哪些现象是正常的 ,是

长远的;哪些是不正常的 ,是暂时的 。对正常的 、长远的政治现象要侧重于理论研究 ,对不正

常的 、暂时的政治现象要侧重于对策研究。

新的世纪 ,世界经济一体化是趋势 ,但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研究 ,在国外和国内一些学

者中 ,只是注意到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会促进生产力的高速发展 ,人们的生活方式 、工

作方式都会有重大改变。但很少有人研究生产关系会有什么变化 ,正是生产关系的变化反

映在政治上的政治关系的变化 ,才是我国政治学应当研究的问题。与此同时必须清醒地认

识到西方大国要强烈地推行他们的民主价值观 ,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增强意识形态的阵地意

识 ,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尤其要正确对待西方的政治学理论 ,既要弄清其学术背景 、理

论观点 、本质特点 ,又要进行全面深入的剖析和透视 ,对吸取什么 ,借鉴什么要有清醒的认识

和把握。切不可生吞活剥 ,照抄照搬 ,更不能以西方理论为标准 ,评判 、裁定中国的现实政治

和政治学 。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呼唤。政治学要让社会承认

它 ,需要它 ,那就要为现实服务。具体说 ,在我国就是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在政治

领域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 。要研究新情况 ,新问题 ,必须解放思想 ,但解放思想不等于信口开

河 、胡言乱语 ,或者随便标新立异 ,哗众取宠 。解放思想应该有个尺度 ,这个尺度就是实事求

是。实事求是 ,主要是符合中国国情。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尺度一是正确处理改革 、发

展同稳定的关系 ,促进经济发展 、增强综合国力和改善人民的生活;二是国家的独立和统一。

不管研究什么问题 ,都必须有利于这两个根本问题的解决。要很好地为现实政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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