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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致力于通过多种研究方法如不同国家及地区的政治状况、历史角度等构建较为系统的比较政治学
理论，共包括八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导论；第二部分理论与方法，主要从历史角度及案例分析角度进
行研究；第三部分国家与国家形成的认同，主要讲国家的形成、国家的合法性、公民对国家的认同以
及民族冲突；第四部分政治制度与转变，主要研究了民主的形成以及与公民文化的关系；第五部分政
治不稳定性与政治冲突，主要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示威运动；第六部分群众运动的转移，主要研
究政党与选举制度；第七部分政治要求的处理，主要研究分权、联邦主义理论；第八部分比较视角中
的政府治理，主要进行不同制度国家间的比较；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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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由来自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杜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
著名大学近50位比较政治学领域的专家合著而成，绝大多数撰稿人都是活跃在美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第
一线的代表性学者。
译者唐士其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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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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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做过其中一个章节，感觉极其无聊，看似面面俱到，实则言之无物。其他章节基本都是一大堆模
型，还挺难的。
2、就翻译而论，有些在汉语学界已经默认的翻译实在无须另起炉灶。整体评价是本好的教科书，体
例安排有逻辑性。关注到了一些经典问题、重大问题和前沿问题（时髦问题）。值得国内政治学仁研
读批评。
3、由英语世界比较政治学代表性学者合力撰写，全面展现了学科发展的现状和前沿
4、慢慢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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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的笔记-第25页

        1.  比较政治学关注课题的出现：法西斯主义及极权国家的灾难性兴起，将世界拖入战争的深渊，
而民主政治在战后未能巩固与扩大其原本取得的胜利。--&gt;“在何种条件下，稳定的、民主的政治
发展才有可能出现？”--&gt; 受科学化的社会学影响，研究方向——作为政权基础的社会结构：（1
）Almond 1956, 社会的同质性及其结构分层； （2）Lipset 1960, 社会政治分化切割人群，且不断增强此
种分化的特性。--&gt;研究主题变化的意义：实证-理论研究不再满足于描述事实，转而成为实证性科
学，提出理论问题。2. 比较政治学的核心信条：环境很重要。 “环境”的内容：（1）结构的、文化
的、制度的、策略的；（2）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3）国际的、国内的、当地的。环境重要的
原因：（1）多重因果问题ulticausality：给定环境下，许多可能原因影响结果；（2）环境约束问
题cotext-conditionality：不同环境下，同一原因带来不同结果；（3）内生性问题（同时性、逆向因果
、双向或多项因果）endogeneity：很多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互为因果。

2、《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的笔记-第122页

        1. 概念及分类(p 122)田野调查意味着研究者要实地与研究对象进行个人性接触。包括进行调查、
正式或非正式的访谈、田野实验和被称为“参与观察”的活动。2.  单一案例分析存在的问题 Eg. James
Scott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gt;只能证伪那种宣称某一事件必然发生的理论，而
不能证伪某一事件可能发生的理论，并且也只能提出替代理论的雏形。所以这种单一案例分析也就引
起了后续的理论和比较研究任务。3. 田野调查面临的挑战（1）采集样本对象：更倾向于接触能够给自
己带来更好印象和感觉的人--&gt;必须妥善处理主观性因素，尽力避免自己的倾向性影响及其与研究
对象的互动。（2）伦理难题：让研究对象充分认识到参与研究之后可能的风险和收益。（3）保证实
地收集数据的安全（4）田野调查研究计划的审核（5）调查结果的处理：不仅用于作为自己的研究成
果，还应恰当地反馈给当地。（6）研究者个人的情绪波动问题

3、《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的笔记-第236页

        1.  概念服从，同意，合法性--&gt;严格实证和描述性词语同意，合法性--&gt;更具规范性合法
性--&gt;具有实证意义，同时具有规范意义，需要区分。并不适用于国家或政权，因为在一个多元价
值存在的社会，对一些人来说合法的国家、政权或特定政府对另一些人来说未必合法。2. 3. 合法性的
概念背景大卫·休谟：不能仅仅通过事实推出规范性的结论。--&gt;若希望得到规范性的结论，必须
至少部分地从规范性的假设出发。4.  政权的合法性一个证券的出现是否服从了目中本身在道德上就具
有正当性的程序，或者是根据种种程序建立起来的。约翰·洛克（1690）：政权合法性最长用的证明
方法，也许就是它是经过人民同意（通常是经过所谓的社会契约）建立的。宣称某一政权具有合法性
的人，不过是表明他们对该政权的支持而已，是政治理论中的情绪主义者。（238）对合法性并不存在
标准的规范性定义。

4、《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的笔记-第147页

        1. 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问题既包括某种原因导致的结果，也包括导致某种结果的原因。3.  “准实验
”和自然试验准实验不是自然实验。即使各单元被观察到的协变量完全符合随机分布的条件，也无法
保证未被观察到的协变量同样能够随机分布。4. 大多数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问题研究者无法控制原因对
各单元的分配，具体来说，研究者无法控制可能的原因在背景特征中的分布，所以被通称为“观察性
研究”。而将这种观察性研究类比于实验具有误导性。5. 测量方法当数据来自历史时，如何识别因果
效应？(1)舍弃掉不具有“可比性”的观察，只保留具有“可比性”的数据以此进行研究==&gt;匹配法
及其缺点①导致推论的普遍性受限；②缺乏对不可观察变量的考察，因为条件均值独立的假设（假设
未被观察到的变量并不重要）在跨国别研究中常常难以成立。(2)保留所有观察，并为所有观察生成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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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的匹配。==&gt;工具变量法（Heckman 1996, 2004)一项变量要成为工具，就必须和原因且只和原因
有联系，这样，它的所有效应就都通过原因得到传递。但同时，这种关联也不能太强。弱工具（与处
理相互关联较弱）即使在大样本的情况下也会产生测量上的误差。(3)不可观察变量的选择，不排除没
有观察到匹配的观察，而是通过生成观察来匹配所有观察值。要注意关注处理上的强内生性。6. 内生
性问题内生性带来的难题在于如何区分原因产生的效应与原因身处其中的背景条件产生的效应。在存
在内生性的情况下，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尝试不同的假设，并希望出现的结果不会彼此不同。

5、《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的笔记-第72页

        1. 研究目标及角度：对造成特殊事件重大结果的原因提问。认为其根本原因深埋于可以通过历史
发现的因果进程。（p72）2.  该类型研究的方法论特征（p73）（1）分析必要/充分原因，或者包含通
过案例内分析验证假设的程序；（2）特别关注政治解释中的时间维度：例如事件的持续性/速度/时机
；（3）深刻了解主要案例及其相关史学背景：二手/一手材料。

6、《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的笔记-第89页

        1. 定义案例：一个具有明确空间界限的现象，它既可以在某一个时间点，也可以在某一时间段内
被观察到，它所包含的现象可以由某种推论加以解释。案例研究：对单一案例的细致深入的研究，目
的在于为了了解一个范围更大的案例类别（一个总体）。

7、《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的笔记-第211页

        国家研究消亡--&gt;行为主义，多元主义研究兴起。（211）1.  研究关注点国家的形成，政体类型
和国家失败之间的因果关系。2. 现代国家：（211-212）（1）政府能力的指数型增长：巨大的社会动
员和社会资源提取能力，以及行使强制权力的能力。（2）现代权威的地域问题：现代国家的形成不
可避免地要为权威和权力创造新的合法性。3.  国家形成的动力机制（214）（1）战争的催生步兵取代
骑兵，战争需要大规模职业军人；火药等军事技术发展==&gt;要求更多集中化、官僚化以及中央财政
收入。军事发展--&gt;制度创新--&gt;战斗力提升--&gt;领土扩张--&gt;加剧领主与国王们的竞争--&gt;早
期现代官僚成为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Eg. Charles Tilly 1985：国家形成就是寻求保护的过程。（2）经
济转型，商业兴起新马克思主义和新制度主义分析中常常利用经济学视角看待地域性国家诞生的问题
。经济变化促成了个人化的封建统治衰落。-新马克思主义：国家是阶级紧张关系的仲裁者，早期资本
主义的降临契合于国家组织的成长，甚至使其成为必需。国王与城市的联合，或某些情况下与农民的
联合，使得非集中的封建秩序走向灭亡。- 新制度主义：承认城市化的作用，以及新经济团体的诞生
对现存封建秩序的冲击。国家并没有因其作为统治阶级（正在出现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而以掠夺的
方式行事。它能够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契约之外，并拜托统治者追求个人私利的欲望，最大限度地
增加社会福利。--&gt;强调君主制和新兴的商业团体之间在经济利益上潜在的共同性。商业团体需要
军事保护，而国家恰恰是最合适的提供者。（3）意识形态革命集体信仰的戏剧性变化背景--&gt; 非个
人的、理性化的官僚制度出现。早期国家的诞生隐为者对封建集体意识的抛弃。4. 对制度变迁的任何
发生学解释都面临一种风险，即研究者以回溯的方式，从功能的角度把他感兴趣的制度结果与另一种
制度的消亡联系起来，并在它们之间建立因果关系。--&gt;从发生学的角度解释国家的形成，需要说
明行为主体从诸多可能中做出这一选择的原因5. 现代的国家形成和国家失败-安全环境的改变：二战后
非洲等殖民国家的独立-经济环境-国家合法性问题欧洲主权领土国家意识形态上的合法化经历了三个
阶段（226-227）（1）以地域为基础的有效统治，以地域性认同替代基于基督教共同体的神权的、普
世的非地域性组织的观念。（2）国家必须与认同和忠诚的其他替代形式展开竞争，包括族群共同体
、宗教、血亲结构，以及跨领土的忠诚关系（如封建义务）等。（3）通过讨价还价缔结契约，甚至
长时间强行施行权威，国家成为某种理所当然的事情。（国家的契约性越强，获得合法性的能力也越
强）。亚洲、非洲等新国家的诞生，并未很好的进行上述阶段。他们多是由于帝国的崩溃、宗主国的
撤退、帝国在国际上的非法化，以及民族主义者的抵抗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政治
精英很少会与社会活动者们进行契约式的协商（228）。6. 帝国的制度遗产大多数u新生国家的出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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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瓦解和撤退之后，因而有必要对帝国统治的制度影响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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