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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经济学主文献阅读清单推荐（2024年版） 

推荐人：宋亦明 

 

说明 

1. 标注*的文献可选择性阅读、跳读、略读；未标注*的文献应全文阅读、细读。 

2. 著作包括专著、编著和译著，总之是以书为载体和呈现形式的文献。 

3. 推荐文献如有信息错误，请通过邮箱 sym915@bfsu.edu.cn向推荐人反馈。 

 

一、核心教材及学科手册（共 30本） 

1. 阎学通、何颖著：《国际关系分析（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2. 陈岳、田野主编：《国际政治学学科地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

版。 

3. 王逸舟著：《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 

4. 王正毅著：《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 

5. 宋新宁、田野著：《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20年版。 

6. Thomas Oatle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ixth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9. 

7. Jeffry A. Frieden, David A. Lake and J. Lawrence Broz, ed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 (Sixth Edition), New York: 

W.W. Norton &Company, 2010. 

8. 尼古拉斯·贝恩、斯蒂芬·伍尔科克主编，禹一奇译：《新经济外交：国际

经济关系中的决策与谈判（第四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 

9. 杨光斌主编：《政治学导论（第四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10. 包刚升著：《政治学通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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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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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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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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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黄琪轩著：《政治经济学通识：历史·经典·现实》，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8

年版。 

15. 朱天飚著：《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16. Ben Clift,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States, Markets and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 Red Globe Press, 2014. 

17. 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马克·梅里兹著，丁凯等译：《国际

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第十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18. 孙学峰、阎学通、张聪著：《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第三版）》，北京：人

民出版社 2021年版。 

19. 斯蒂芬·范埃弗拉著，陈琪译：《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 2006年版。 

20. 罗杰·皮尔斯著，张睿壮、黄海涛、刘峰等译：《政治学研究方法：实践指南》，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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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版。 

22. *克里斯蒂安·罗伊-斯米特、邓肯·尼斯达尔编，方芳、范鹏、詹继续、詹朱宁

译：《牛津国际关系手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年版。 

23. *罗伯特·E.戈定主编，唐士其等译：《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全两册），北

京：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 

24. *珍尼特·M.博克斯-史蒂芬斯迈埃尔等编，臧雷振等译：《牛津政治学研究方

法手册》（全两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0年版。 

25. *罗伯特·E.戈定主编，王浦劬主译：《牛津政治行为研究手册》（全两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 

26. *Barry R. Weingast, Donald A. Wittma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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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7. *Lisa L. Marti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28. *Orfeo Fioreto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9. *Carol Lancaster, Nicolas Van de Wall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30. *Robert E. Goodi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二、著作：国际关系学（共 73本） 

1. 修昔底德著，徐松岩译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全两册），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17年版。 

2. 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修订版）》，海口：海南出

版社 2012年版。 

3. 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王章辉、余昌楷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

经济变革与均势冲突》（全两册），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3年版。 

4.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著，潘亚玲译：《长和平：冷战史考察》，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 2011年版。 

5. 爱德华·卡尔著，秦亚青译：《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年版。 

6. 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7. 莫顿·卡普兰著，薄智跃译：《国际政治的系统与过程》，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 2008年版。 

8. 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9. 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10. 雷蒙·阿隆著，朱孔彦译：《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中央编译

出版社 2013年版。 



4 

11. 罗伯特·吉尔平著，宋新宁、杜建平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版。 

12. 肯尼斯·奥根斯基、杰克·库格勒著，高望来译：《战争的比价》，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 2023年版。 

13. 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等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修订版）》，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版。 

14. *约翰·米尔斯海默著，李泽译：《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版。 

15. *戴尔·科普兰著，黄福武译：《大战的起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16. *斯蒂芬·范·埃弗拉著，何曜译：《战争的原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17. *理查德·勒博著，陈定定等译：《国家为何而战：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版。 

18. 托马斯·谢林著，王永钦译：《承诺的策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

版。 

19. *托马斯·谢林著，王水雄译：《冲突的战略》，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9年版。 

20. *斯蒂芬·沃尔特著，周丕启译：《联盟的起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21. *斯科特·萨根、肯尼思·华尔兹著，赵品宇译：《核武器的扩散：一场是非之

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22.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

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23. *彼得·帕雷特主编，时殷弘等译：《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

代》，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年版。 

24. *约翰·伊肯伯里主编，韩召颖译：《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 2005年版。 

25. 格雷厄姆·艾莉森著，陈定定、傅强译：《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

阱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 

26. 格雷厄姆·艾莉森、菲利普·泽利科著，王伟光、王云萍译：《决策的本质：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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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年版。 

27. 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 2015年版。 

28. *罗伯特·杰维斯著，徐进译：《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年版。 

29. 罗伯特·杰维斯著，李少军等译：《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30. *陈志瑞、刘丰主编：《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探索》，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31. *诺林·里普斯曼、杰弗里·托利弗、斯蒂芬·洛贝尔著，刘丰、张晨译：《新古

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版。 

32. *理查德·罗斯克兰斯、阿瑟·斯坦主编，刘东国译：《大战略的国内基础》，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33. *杰克·斯奈德著，于铁军译：《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34. *马丁·怀特著，宋爱群译：《权力政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年版。 

35. 赫德利·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四版）》，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年版。 

36. 巴里·布赞著，彦震译：《英国学派理论导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8

年版。 

37.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38. 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信强、何曜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

合作与纷争（增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39. Bruce Russett, Controlling the Sword: The Democratic Governance of 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40. Bruce Russett,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iples for a Post-Cold War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41. Michael Brown, et al., eds., Debat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Cambridge: MIT 

Pres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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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Richard Rosecranc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43. 肯尼思·奥耶编，田野等译：《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 2010年版。 

44. 詹姆斯·罗西瑙著，张胜军、刘小林译：《没有政府的治理》，南昌：江西人

民出版社 2001年版。 

45.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著，吴坚忠译：《合作的进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 2016年版。 

46. 斯科特·巴雷特著，黄智虎译：《合作的动力：为何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47. 奥兰·杨著，陈玉刚、薄燕译：《世界事务中的治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 2007年版。 

48. 约翰·伊肯伯里著，门洪华译：《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49. 戴伦·霍金斯、戴维·莱克、丹尼尔·尼尔森、迈克尔·蒂尔尼主编，白云真译：

《国际组织中的授权与代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年版。 

50. 苏长和著：《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 2009年版。 

51. 田野著：《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 2018年版。 

52. 田野著：《国家的选择：国际制度、国内政治与国家自主性》，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14年版。 

53.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 2014年版。 

54. 玛莎·芬尼莫尔著，袁正清译：《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 2012年版。 

55. *尼古拉斯·根林伍德·奥努夫著，孙吉胜译：《我们建构的世界：社会理论与

国际关系中的规则与统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版。 

56. *江忆恩著，朱中博、郭树勇译：《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

大战略》，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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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苏珊·斯特兰奇著，肖宏宇等译：《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

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58. Stephen Krasner, Sovereignty: Organized Hypocris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59. 朱迪斯·戈尔斯坦、罗伯特·基欧汉著，刘东国、于铁军译：《观念与外交政策：

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60. 彼得·卡赞斯坦著，秦亚青、魏玲译：《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

和欧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61. 理查德·内德·勒博著，陈锴译：《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上海：上海译文出

版社 2015年版。 

62. 罗伯特·基欧汉主编，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 2002年版。 

63. 大卫·鲍德温主编，肖欢荣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杭州：浙江人

民出版社 2001年版。 

64. 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主编，秦亚青等译：《世

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 

65.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芙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

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3年版。 

66. 约瑟夫·奈、戴维·韦尔奇著，张小明译：《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

（第九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67. David A. Lake, Robert Powell, eds., Strategic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68. Robert Powell, In the Shadow of Power: States and Strate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69. 秦亚青编著：《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第二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70. 秦亚青著：《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

198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71. 秦亚青著：《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 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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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阎学通著：《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 2015年版。 

73. 唐世平著，董杰旻、朱鸣译：《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 8000年到未

来》，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2017年版。 

 

三、著作：国际政治经济学（共 59本） 

1. 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 2011年版。 

2. *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杨炯译：《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的世

界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3. 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杨炯译：《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 

4. 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译：《国家与市场（第二版）》，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 2012年版。 

5. 本杰明·科恩著，杨毅、钟飞腾译：《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 

6. Benjamin J. Cohen,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22. 

7. Eric Helleiner, The Contested World Economy: The Deep and Global Root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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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与研究设计》，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11. 罗伯特·K.殷著，周海涛、史少杰译：《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重庆：重

庆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 

12. 约翰·吉尔林著，黄海涛、刘丰、孙芳露译：《案例研究：原理与实践》，重

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 

13. 林毅夫著：《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14. 李连江著：《戏说统计：文科生的量化方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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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李连江著：《戏说统计续编：文科生的量化操作指南》，北京：当代世界出

版社 2019年版。 

16. 丹尼尔·卡拉曼尼著，蒋勤译：《基于布尔代数的比较法导论》，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17. 史蒂芬·芬克尔著，李丁译：《用面板数据做因果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 2016年版。 

18. 弗雷德·潘佩尔著，周穆之译：《Logistic回归入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 

19. 斯科特·梅纳德著，李俊秀译：《应用 Logistic回归分析》，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 2016年版。 

20. 陈强编著：《计量经济学及 Stata应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版。 

21. 陈强编著：《高级计量经济学及 Stata应用（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14年版。 

 

六、著作：其他学科及领域（共 18本） 

1. 马克斯·韦伯著，阎克文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 2018年版。 

2. 卡尔·波拉尼著，黄树民译：《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起源》，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版。 

3. 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北京：中央编

译出版社 2005年版。 

4. 曼瑟尔·奥尔森著，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物品

与集体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 

5. 曼瑟尔·奥尔森著，李增刚译：《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涨和社会僵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 

6. 曼瑟尔·奥尔森著，苏长和、嵇飞译：《权力与繁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 2018年版。 

7. 詹姆斯·M·布坎南著，平新乔译：《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

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89年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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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书馆 2012年版。 

9. 贾雷德·雷蒙德著，谢延光译：《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上

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年版。 

10. 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罗宾逊著，李增刚译：《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长

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年版。 

11. 迈克尔·波特著：《国家竞争优势》（全两册），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2 年

版。 

12. 艾伯特·赫希曼著，卢崇昌译：《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

退的回应》，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 2015年版。 

13. *斯文·贝克特著，徐译杰、杨燕译：《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北

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9年版。 

14. *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年版。 

15. *费尔南·布罗代尔著，顾良、施康强著：《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

和资本主义》（全三卷，共六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8年版。 

16.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著，时殷弘译：《战争论》（全两册），北京：商务印

书馆 2016年版。 

17. 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9 年版。 

18.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 

 

七、英文期刊文献（共 44本、32篇） 

学生应持续追踪并系统性梳理以下期刊自 1970 年起至今所刊发的学术论文。

如刊物在 1970年并未创刊，则应追踪梳理其自创刊起至今所刊发的学术论文。 

（一）自然学科及经济学顶刊 

1. Science 

2. Nature 

3.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4.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 Econometrica 

6.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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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二）国际关系学及国际政治经济学核心期刊 

9.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0. World Politics 

11.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2. Security Studies 

13.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4.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5.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6.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7.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8. New Political Economy 

19.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20.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1.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2.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3. International Affairs 

24. Foreign Affairs 

25. Pacific Review 

26.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27.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8.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9.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30. Environmental Politics 

31. Energy Policy 

（三）比较政治学期刊 

32.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3.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4. Journal of Politics 

35.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36.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7. Comparative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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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9. China Quarterly 

40.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41.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2. Journal of Democracy 

（四）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43. Political Analysis 

44.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nd Methods 

（五）国际政治经济学重要学术论文（按时间排序） 

1. Jacob Viner, “Power Versus Plenty as Objectives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World Politics, Vol.1, No.1, 1948, 

pp.1-29. 

2. Stephen D. Krasner,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Vol.28, No.3, 1976, pp.317-347. 

3.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30, No.2, 1978, pp.167-214. 

4. John Gerard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6, No.2, 1982, pp.379-415. 

5. Arthur Stein, “The Hegemon’s Dilemma: Great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8, No.2, 

1984, pp.355-386. 

6. Stephen Haggard, Beth Simmons,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1, No.3, 1987, pp.491-517. 

7. Ronald Rogowski, “Political Cleavages and Changing Exposure to Trad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1, No.4, 1987, pp.1121-1137. 

8. Ronald Rogowski, “Trade and the Variety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1, No.2, 1987, pp.203-223. 

9. Jeffry Frieden, “Sectoral Conflict and U.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1914-

1940,”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2, No.1, 1988, pp.59-90. 

10. Robert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2, No.3, 1988, pp.427-460. 

11. Paul R. Milgrom, Douglas C. North, and Barry Weingast, “The Rol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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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s in the Revival of Trade: The Law Merchant, Private Judges, and 

the Champagne Fairs,” Economics and Politics, Vol.2, No.1, 1990, pp.1-23. 

12. Stephen D. Krasner, “Global Communications and National Power: Life on 

the Pareto Frontier,” World Politics, Vol.43, No.3, 1991, pp.336-366. 

13. Jeff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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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ndrew Moravscik, “Negotiating the Single European Act: National Interests 

and Conventional Statecraft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5, No.1, 1991, pp.19-56. 

15. David A. Lake, “Leadership, Hegemony,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7, No.4, 1993, pp.459-489. 

16. John Goodman, Louis Pauly, “The Obsolescence of Capital Controls? 

Economic Management in an Age of Global Markets,” World Politics, Vol.46, 

No.1, 1993, pp.50-82. 

17. James E. Alt, Michael Gillig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ing States: 

Factor Specificity,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s, and Domestic Political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2, No.2, 1994, pp.165-192. 

18. Gene M. Grossman, Elhanan Helpman. “Protection for Sa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4, No.4, 1994, pp.833-850. 

19. Ronald Mitchell, “Regime Design Matters: Intentional Oil Pollution and 

Treaty Compli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8, No.3, 1994, pp.425-

458. 

20. James D. Morrow, “Modelling the Form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istribution Versus Inform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8, No.3, 

1994, pp.387-423. 

21. James E. Alt, Jeffry Frieden, Michael Gilligan, Dani Rodrik, Ronald 

Rogowsk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Enduring Puzzles 

and an Agenda for Inquir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29, No.6, 

1996, pp.689-717. 

22. Andrew Moravcsik, “Taking Preferences Seriously: 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1, No.4, 1997, 

pp.513-553. 

23. Michael Bailey, Judith Goldstein, Barry R. Weingast, “The Institutional Ro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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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merican Trade Policy: Politics, Coalit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Vol.49, No.3, 1997, pp.309-338. 

24. David Baldwin,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3, No.1, 1997, pp.5-26. 

25. Dennis Quinn, Carla Inclan, “The Origins of Financial Openness: A Study of 

Current and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1, No.3, 1997, pp.771-813. 

26. James Fearon, “Bargaining, Enforce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No.2, 1998, pp.269-305. 

27. Michael Hiscox, “The Magic Bullet? The RTAA,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3, No.4, 1999, 

pp.669-698. 

28. Edward D. Mansfield, Helen V. Milner, “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3, No.3, 1999, pp.589-627. 

29. Geoffrey Garrett, “The Causes of Globaliz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33, No.6/7, 2000, pp.941-991. 

30. J. Lawrence Broz, Jeffry A. Fried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 2001, 

pp.317-343. 

31. Anna Maria Mayda, Dani Rodrik, “Why Are Some People (And Countries) 

More Protectionist Than Other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49, No.6, 

2005, pp.1393-1430. 

32. Robert Feenstra,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 in Robert Feenstra, ed., 

Advance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Evidence (Second E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299-330. 

 

八、中文期刊文献（共 53本） 

学生应持续追踪并系统性梳理以下期刊自 2000 年起至今所刊发的学术论文。

如刊物在 2000年并未创刊，则应追踪梳理其自创刊起至今所刊发的学术论文。 

（一）哲学社会学科权威期刊 

1. 《中国社会科学》 

2. 《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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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世界历史》 

4. 《哲学研究》 

5. 《管理世界》 

6. 《中国工业经济》 

7. 《经济研究》 

8. 《经济学（季刊）》 

9. 《世界经济》 

10. 《社会学研究》 

11. 《政治学研究》 

12. 《世界经济与政治》 

（二）国际关系学及国际政治经济学核心期刊 

13. 《当代亚太》 

14. 《外交评论》 

15. 《现代国际关系》 

16. 《国际政治科学》 

17. 《国际政治研究》 

18. 《国际问题研究》 

19. 《国际展望》 

20. 《国际观察》 

21. 《国际论坛》 

22. 《国际关系研究》 

23. 《国际安全研究》 

24. 《战略决策研究》 

25.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26. 《世界政治研究》 

（三）区域国别学期刊 

27. 《美国研究》 

28. 《当代美国评论》 

29. 《欧洲研究》 

30. 《德国研究》 



23 

31. 《西亚非洲》 

32. 《阿拉伯世界研究》 

33. 《中国非洲学刊》 

34. 《南亚研究》 

35. 《东南亚研究》 

36. 《南洋问题研究》 

37. 《日本学刊》 

38. 《东北亚论坛》 

39.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40. 《拉丁美洲研究》 

41. 《太平洋学报》 

（四）比较政治学及其他相关学科期刊 

42. 《教学与研究》 

43. 《国际经济评论》 

44.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45. 《世界社会科学》 

46. 《国外理论动态》 

47.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48. 《比较政治学研究》 

49. 《中国政治学》 

50. 《复旦政治学评论》 

51. 《北大政治学评论》 

52. 《公共管理学报》 

53. 《读书》 

（五）国际政治经济学重要学术论文 

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