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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学概论》课程大纲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23-2024 学年春季学期 

 

授课教师：宋亦明 

个人主页：https://sym915.github.io/            电子邮箱：sym915@bfsu.edu.cn 
授课时间：星期四第 5-6 节（13:30-15:05）    授课地点：逸夫楼 402 
办公时间：星期三 15:00-17:00                办公地点：国内大厦 1 号楼 706 
 

课程简述 

受制于不同的经济基础、社会积习、宗教文化和历史遗产，世界各地区与各

国家在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实践等多个维度均呈现出了明显的多样性。本

课程一方面区隔于“己学”的自我检视，另一方面有别于“关系学”对互动的关

注探讨，而是在“彼学”的范畴内尝试理解上述多样性的内涵及其成因和影响。

基于此，本课程将通过厘定比较政治学的学科范畴、阐释主要范式的学理谱系、

说明比较研究的设计与方法、介绍比较政治的核心议题、概述特定国家及地区的

政治特征，以此帮助学生初步迈入比较政治学的知识殿堂。 

 

课程目标 

本课程是一门面向低年级本科生的、以课堂讲授为主要形式的学科主干课。

课程结束时，选课学生将被期望实现以下目标： 

· 在比较政治的学术范畴内初步建立起基于自身理解的知识谱系。 

· 熟识比较政治学的核心概念、经典范式、主要议题。 

· 了解特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传统、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 

· 掌握比较分析的基本要求、主要方法及操作规程。 

· 发掘比较政治领域内值得探究的现象或困惑，初步形成开展实证分析的

意识和偏好。 

· 进行更为顺畅的团队合作并且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 

 

成绩评定 

https://sym915.github.io/
mailto:sym915@bf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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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参与（30%）：出勤、发言和提问是课堂参与的主要形式。尽管本课

程无强制性的签到和点名，但因病或因故无法参加课程的学生应于课程开始前通

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向我告知并说明事由。发言和提问的质量而非次数将成为赋分

的依据，其中批判性、挑战性的观点和问题将被高度鼓励，通过邮件等的发言和

提问同样被接受。 

·期中考核（35%）：以 5至 7 个人的小组为单位，在第十三至十六教学周

内合作完成一项不超过 15 分钟的课堂展示。课堂展示需要针对特定的国家和地

区，充分阐明关注的问题、基本的情况、主要的发现。在展示中尝试发掘自因变

量、建立分析框架、进行比较研究的努力将被高度鼓励和提倡。各小组应在课堂

展示的末尾说明成员的分工和贡献。对所关注问题和主要发现的阐述将成为赋分

的主要依据。 

·期末考试（35%）：根据自身理解绘制本课程全部或其中特定专题的知识

图谱。知识图谱的全面性以及学生本人所融入的思考将成为赋分的主要依据。学

生应于第十八教学周周五晚上 22:00 前以 PDF或照片形式发送至助教的电子邮

箱中（王文龙，bwggwwl@bfsu.edu.cn）。 

 

规则说明 

·预约规则：上述狭义的“办公时间”也即面向选课学生的 Officer Hour或
Students Time，以解答学生的问题并进行学术讨论，无论其内容是否与课程直接

相关。办公时间为各周周四 15:00至 17:00，并可被进一步细分为 4 个 30 分钟时

长的时段。原则上每一名学生可提前预约 1 个时间段，2名及更多结伴预约的学

生可预约 2 个时间段。学生应最晚于周二晚上 22:00前通过腾讯文档（链接）自

行预约当周的办公时间。当周办公时间约满后预约将被顺延至次周。 
·邮件规则：电子邮件是本课程中教师与学生、助教与学生线上交流的主要

方式。所有选课学生应以“比较政治学_姓名_主题”为标题发送邮件。一般而言，

邮件将在 2 个工作日内得到回复。 

·旁听规则：本课程向所有感兴趣的同学开放旁听，并且欢迎旁听同学在不

挤占教学资源、不影响教学秩序的前提下发言和提问。 

·豁免规则：因健康问题、突发变故或其他不可抗力无法完成课程学习、无

法达到课程要求、无法遵循课程规则的学生可以自行选择最便捷的方式说明情况

并寻求豁免。在符合学校和学院相关规则并知会相关机构负责人后，我会为豁免

申请者提供必要的便利。 

·反馈规则：确保学生在知识上获得持续增益并且在学习过程中保持快乐是

本课程的优先目标。如学生认为课程设计、课堂讲授、助教服务、办公时间的讨

论、成绩评定有悖于上述目标，请选择最便捷的方式与我取得联系。我会进行充

mailto:bwggwwl@bfsu.edu.cn
https://docs.qq.com/sheet/DUk9Vbll6SlJaam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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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说明或进行必要的调整。 

·价值倡导：一、学术诚信。选课学生应致力于维护和实现这一价值，并且

这是强制性的。期末考试中的抄袭行为、合作完成课堂展示中的搭便车行为都是

被禁止的。二、包容多样。我会在专业和学理范畴内允许可能存有争议的讨论，

并且强烈鼓励学生接纳与自身认知并不一致甚至对立的观点，进而尝试接纳迅速

极化的世界。三、公平竞争。就本课程而言，分数的高低是竞争结果的体现之一。

学生通过积极参加课堂讨论、认真准备期中和期末考核来获取更高成绩的努力将

被支持。四、反对内卷。不鼓励任何不增加实际成效的竞争，这种竞争包括但不

限于：过度重视课堂发言次数而非内容、盲目增加研究设计的页数等等。五、应

对气变。气候变化是对人类社会真实存在且影响深远的重要挑战。学生在本课程

的学习中需要以电子版的形式提交作业和各类考核，并且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减

少纸制材料的打印。 

 

课程日历 

第一部分  绪论 

·第一周（3月 7日）  课程设计概述与比较政治学引论 

*小·G.宾厄姆·鲍威尔等著，杨宏伟等译：《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第 10版）》，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48 页。 
*赫拉尔多·芒克、理查德·斯奈德著，汪卫华译：《激情、技艺与方法：比较政治

访谈录》，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65 页。 
尼考劳斯·扎哈里亚迪斯主编，宁骚、欧阳景根译：《比较政治学：理论、案例与

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30 页。 
罗伯特·E.戈定主编，唐士其等译：《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上册）》，北京：人民

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22 页。 
B·盖伊·彼得斯著，郝诗楠译：《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 2022 年版，第 201-214 页。 
潘维：《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26

页。 
 

第二部分  范式 

·第二周（3月 14日）  社会联盟 

*田野：《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学——社会联盟理论解析》，载《国际政治科学》，

2008 年第 2 期，第 55-80 页。 
罗纳德·罗戈夫斯基著，杨毅译：《商业与联盟：贸易如何影响国内政治联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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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20 页。 
彼得·古勒维奇著，袁明旭等译：《艰难时世下的政治——五国应对世界经济危机

的政策比较》，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9 年版，第 3-65 页。 
迈克尔·J·希斯考克斯著，于扬杰译：《国际贸易与政治冲突：贸易、联盟与要素

流动程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0 页。 
Jeffry Frieden, “Invested Interest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in a 

World of Global Fin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5, No.4, 1991, 
pp.425-451. 

 

·第三周（3月 21日）  国家主义 

*张长东：《比较政治学视角下的国家理论发展》，载《北大政治学评论》，2018 年

第 1 期，第 197-234 页。 
彼得·埃文斯等编著，方力维等译：《找回国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年版，第 2-52 页。 
西达·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等译：《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

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55 页。 
Stephen D. Krasner,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5-34, 55-91. 
乔尔·S·米格代尔著，张长东等译：《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

及国家能力》，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43 页。 
埃里克·A·诺德林格著，孙荣飞等译：《民主国家的自主性》，南京：江苏人民出

版社 2010 年版，第 68-133 页。 
 

·第四周（3月 28日）  制度主义 

*杨光斌：《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22-
258 页。 

*马雪松：《社会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一项学科史考察》，载《比较政治

学研究》，2018 年第 1 期，第 1-36 页。 
Peter Hall, Rosemary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Vol.44, No.5, 1996, pp.936-957. 
詹姆斯·G.马奇、约翰·奥尔森著，张伟译：《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年版，第 1-19 页。 
Tang Shiping,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1-20. 
释启鹏：《“好制度”为何不能总是带来“好结果”——中美洲国家兴衰的比较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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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 年第 5 期，第 184-193 页。 
 

·第五周（4月 7日-清明假期调休）  公共选择 

*Dennis C. Mueller, “Public Choice: An Introduction,” in Charles K. Rowley, Friedrich 
Schneider, eds., Readings in Public Choice and 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Springer, 2008, pp.31-46. 

戈登·图洛克著，王永钦等译：《特权和寻租的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9-65 页。 
曼瑟·奥尔森著，陈郁等译：《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物品与集团理论》，上海：格

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6-77 页。 
曼瑟·奥尔森著，李增刚译：《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1-97 页。 
William D. Nordhaus.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42, No.2, 1975, pp.169-190. 
 

第三部分  方法 

·第六周（4月 11日）  可比性基础 

*李路曲：《国家间的可比性与不可比性分析》，载《政治学研究》，2020 年第 5 期，

第 2-15 页。 
*叶成城、唐世平：《超越“大分流”的现代化：比较研究时空视角下的历史、方

法与理论》，载《学术月刊》，2021 年第 5 期，第 77-86 页。 
Giovanni Sartori, “Comparing and Miscomparing,”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3, No.3, 1991, pp.243-257. 
马太·杜甘著，文强译：《国家的比较：为什么比较，如何比较，拿什么比较》，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99-115 页。 
贾雷德·戴蒙德：《岛内比较和岛际比较》，载贾雷德·戴蒙德、詹姆斯·A.罗宾逊

主编，李增刚等译：《历史的自然实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版，第 153-182 页。 
Daniel Stegmueller, “Apples and Oranges? The Problem of Equivalence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Political Analysis, Vol.19, No.4, 2011, pp.471-487. 
 

·第七周（4月 18日）  比较方法的两种传承 

*罗伯特·E.戈定主编，唐士其等译：《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上册）》，北京：人民

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72-185 页。 
*B·盖伊·彼得斯著，郝诗楠译：《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上海：上海人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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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 2022 年版，第 133-200 页。 
加里·格尔茨、詹姆斯·马奥尼著，刘军译：《两种传承：社会科学中的定性与定量

研究》，上海：格致出版社，第 1-17, 257-263 页。 
James Mahoney,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0, No.2, 2007, pp.122-144. 
David Collier, “The Comparative Method,” in Ada W. Finifter, ed.,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II,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05-119. 

Arend Lijphart,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5, No.3, 1971, pp.682-693. 

 

·第八周（4月 25日）  比较的多元方法与混合设计 

*Evan S. Lieberman, “Nested Analysis: Toward the Integration of Comparative-History 
Analysis with Other Social Science Methods,” in 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ds., Advances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240-263. 

*今井耕介著，祖梓文、徐轶青译：《量化社会科学导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

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81-231 页。 
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悉尼·维巴著，陈硕译：《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上

海：格致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1-110 页。 
约翰·克雷斯维尔、薇姬·查克著，游宇等译：《混合方法研究：设计与实施》，重

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7-73 页。 
芭芭拉·格迪斯著，陈子恪等译：《范式与沙堡：比较政治学中的理论建构与研究

设计》，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8-85 页。 
燕继荣、马啸主编：《发展政治学学科地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3 年版，

第 401-422 页。 
 

第四部分  专题 

·第九周（5月 2日-劳动节假期，无课堂讲授）  内战的政治 

*王正绪、耿曙、唐世平主编：《比较政治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

第 190-206 页。 
*罗伯特·E.戈定主编，唐士其等译：《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上册）》，北京：人民

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13-431 页。 
Christopher Blattman, Edward Miguel, “Civil War,”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48, No.1, 2010, pp.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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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Collier, Anke Hoeffler, “On Economic Causes of Civil War,”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50, No.4, 1998, pp.563-573. 

James D. Fearon, David D. Laitin,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7, No.1, 2003, pp.75-90. 

Michael L. Ross, “A Closer Look at Oil, Diamonds, and Civil War,”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9, 2006, pp.265-300. 

 

·第十周（5月 9日）  族群的政治 

*王正绪、耿曙、唐世平主编：《比较政治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

第 170-189 页。 
*罗伯特·E.戈定主编，唐士其等译：《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上册）》，北京：人民

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56-293 页。 
William F. S. Miles, David A. Rochefort, “Nationalism Versus Ethnic Identity in Sub-

Saharan Afric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5, No.2, 1991, pp.393-
403. 

James D. Fearon, David D. Laitin, “Violence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thnic 
Ident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4, No.4, 2000, pp.845-877. 

Daniel N. Posner,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Ethnic Cleavages: The Case of Linguistic 
Divisions in Zambia,”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35, No.2, 2003, pp.127-146. 

James Habyarimana, Macartan Humphreys, Daniel N. Posner, Jeremy Weinstein, “Why 
Does Ethnic Diversity Undermine Public Goods Provi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1, No.4, 2007, pp,709-725. 

 

·第十一周（5月 16日）  现代化的政治 
*王子夔：《现代化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从“类型”到“分波次”》，载《学术月

刊》，2018 年第 3 期，第 177-184 页。 
*杨光斌：《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95-

126 页。 
Adam Przeworski, Fernando Limongi, “Modernization: Theories and Facts,” World 

Politics, Vol.49, No.2, 1997, pp.155-183. 
西里尔·E·布莱克主编，杨豫、陈祖洲译：《比较现代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130 页。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著，张凤林译：《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9-63 页。 
戴维·阿普特著，陈尧译：《现代化的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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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2 页。 
 

·第十二周（5月 23日）  资本主义多样性 

*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86-209 页。 
*彼得·J.卡岑斯坦：《结论：国内结构与对外经济政策战略》，载彼得·J.卡岑斯坦
编，陈刚译：《权力与财富之间》，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7 年版，

第 361-412 页。 
彼得·J.卡岑斯坦著，叶静译：《世界市场中的小国家》，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

公司 2007 年版，第 28-85 页。 
G. John Ikenberry, “The Irony of State Strength: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the Oil 

Shocks in the 1970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0, No.1, 1986, pp.105-137. 
彼得·霍尔著，刘骥等译：《驾驭经济：英国与法国国家干预的政治学》，南京：江

苏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73-308 页。 
彼得·霍尔等著，王新荣译：《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比较优势的制度基础》，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59 页。 
 

第五部分  国别 

·第十三周（5月 30日）  东亚政治 

*小·G.宾厄姆·鲍威尔等著，杨宏伟等译：《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第 10版）》，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31-373 页。 
康灿雄著，李巍等译：《裙带资本主义：韩国和菲律宾的腐败与发展》，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93-118 页。 
阿图尔·科利著，朱天飚等译：《国家引导的发展：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

业化》，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7 年版，第 3-120 页。 
查默斯·约翰逊著，唐吉洪等译：《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1925-

1975)》，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10 年版，第 127-216 页。 
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河等译：《菊与刀》，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

18-68 页。 
Frances McCall Rosenbluth, Michael F. Thies, Japan Transformed: Polit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123-
154. 

 

·第十四周（6月 6日）  英美政治 

*小·G.宾厄姆·鲍威尔等著，杨宏伟等译：《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第 10版）》，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69-219, 691-7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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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1-94 页。 
钱乘旦、陈晓律著：《在传统与变革之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61-142 页。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著，崔永禄等译：《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北京：商务印

书馆 2010 年版，第 8-23 页。 
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

第 72-120 页。 
汉密尔顿等著，程逄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

第 52-63 页。 
 

·第十五周（6月 13日）  拉美政治 

*小·G.宾厄姆·鲍威尔等著，杨宏伟等译：《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第 10版）》，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25-530 页。 
斯蒂芬·哈格德著，陈慧荣译：《走出边缘：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成长的政治》，长

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9 年版，第 177-210 页。 
禹贞恩著，曹海军译：《发展型国家》，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8 年版，

第 313-348 页。 
吉列尔莫·奥唐奈著，王欢等译：《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1-91 页。 
刘瑜：《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 30 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年

版，第 307-334 页。 
高波：《权力结构视角下的发展陷阱——基于对委内瑞拉“蓬托菲霍体制”的分析》，

载《国际政治研究》，2020 年第 1 期，第 9-35 页。 
 

·第十六周（6月 20日）  非洲政治 

*小·G.宾厄姆·鲍威尔等著，杨宏伟等译：《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第 10版）》，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637-689 页。 
阿莱克斯·汤普森著，周玉渊译：《非洲政治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1-48 页。 
罗伯特·H·贝茨著，曹海军等译：《热带非洲的市场与国家：农业政策的政治基础》，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11 年版，第 90-101 页。 
刘瑜：《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 30 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年

版，第 98-118 页。 
Daniel Posner, “The Political Salience of Cultural Difference: Why Chewas and 

Tumbukas Are Allies in Zambia and Adversaries in Malawi,” American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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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Review, Vol.98, No.4, 2004, pp.529-545. 
闫健：《非洲的分离主义运动何以能成功？——对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的比较分

析》，载《世界政治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 1-28 页。 
 

·第十七周（6月 27日）  考试周，无课堂讲授 

 

·第十八周（7月 4日）  考试周，无课堂讲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