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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

内容概要

《比较政治》在反映国内外比较政治学研究界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涵盖了比较政治学学科的各
项内容。除导论与结语外，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比较政治学的理论范式”介绍了当今学
界三大著名的分析范式，即理性主义、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第二部分“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不
仅介绍了比较方法本身的基本逻辑，还涉及了四个新的研究方法或技术——比较历史分析、质性比较
分析、定量研究和综合分析。第三部分“比较政治学的议题领域”则对比较政治研究中处于前沿位置
的五大议题（即政治经济学、民主政治、立法政治、政党政治以及社会运动）的学术史、基本问题以
及前沿进展做了深入且全面的梳理。
《比较政治》可作为高等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等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供相关专业选用和
研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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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奇琦，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国际关系专业博士，中央编译局政治学博士后，华
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华东政法大学中外政治制度学科负责人、全球治理指数(sPIGG)项目首席专家
、国家治理指数(NGI)项目首席专家、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指数项目首席专家、比较政治研究网负责人
、《比较政治学前沿》系列辑刊主编、《比较政治与全球治理》系列辑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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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比较政治的学术史与研究范围
一、比较政治研究的学术史
（一）古典主义时期（古希腊-19世纪末）
（二）制度主义时期（20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中期）
（三）行为主义时期（20世纪50年代中期-20世纪70年代中期）
（四）三足鼎立时期（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
二、比较政治的研究范围
三、比较政治的学科地位和学科组成
四、本教材的框架与结构
第一部分 比较政治的理论范式
导言 比较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勃兴与三大理论范式的确立
第一章 理性主义
一、理性主义的学术史
（一）学术渊源与古典研究（18世纪-20世纪50年代）
（二）现代公共选择学派的建立期（20世纪50年代-20世纪60年代）
（三）理性选择理论的学科渗透期（20世纪60年代-20世纪90年代）
（四）理性选择理论的批判与争论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
二、理性主义的经典议题
（一）民主政治的运转：投票规则、立法者、选民与政党行为
（二）集体行动的规律：理性的个人、非理性的集体
（三）比较政治经济学：民主与经济发展、现代化进程
三、理性选择的前沿进展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把理性行为“内嵌”到制度中去
（二）分析性叙述：为历史进程建模
（三）国家的兴衰：行走在理性的钢丝之上
小结
第二章 结构主义
一、结构主义学术史
（一）早期古典结构主义时期
（二）传统经典结构主义时期
（三）现代结构主义复兴时期——宏观格局分析
（四）现代结构主义融合时期——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二、结构主义的经典议题
（一）现代世界体系
（二）国家形成
（三）社会抗争
（四）社会革命
（五）工人阶级
三、结构主义前沿研究
（一）中东革命
（二）有限国家——“社会中的国家”
（三）国家形成与经济发展
小结
第三章 比较政治学的文化主义
一、比较政治学文化范式的学术史
（一）古典主义奠基时期（20世纪30年代以前）
（二）后传统时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20年代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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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兴起时期（20世纪60年代-20世纪80年代前期）
（四）经验聚合时期（稳定和繁荣的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前期）
（五）新兴盛时期（20世纪末至今）
二、比较政治学文化主义的经典议题
（一）身份、认同、价值
（二）诠释法和地方性知识
（三）公民文化
⋯⋯
第二部分 比较政治的研究方法
第三部分 比较政治的议题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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