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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导论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241Z0220 

课程中文名称：政治学导论 

课程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olitics 

学分： 2   

周学时：2.0-0.0 

总学时：32 

面向对象：本科生 

预修要求：无 

 

时间：周二第 1、2 节和周四第 3、4 节 

地点：紫金港行政管理大楼（图书信息 C 楼）16 层 1605（周二）；紫金港东 1B-205（周四） 

教师：朱天飚 

电邮：tianbiao@zju.edu.cn 

个人主页：https://person.zju.edu.cn/tianbiao 

答疑时间：周二 10:30-13:30；周六 14:00-17:00  

答疑预约： 

https://outlook.office365.com/owa/calendar/Bookings@tianbiao.onmicrosoft.com/bookings/ 

 

 

课程介绍 

 

本课为政治学基础课程，全面介绍政治学学科内的几大主要领域，即国际政治学、比较政治

学和政治理论。课程以介绍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开始，然后从现实和思想两个维度展示对人类

政治秩序的研究。首先，国际政治和比较政治分别从国际和国内层面探索历史和现实政治秩

序的演变。在国际层面，本课着重分析国际系统、国家间关系与全球化等问题；在国内层面，

本课以世界主要国家的国内政治为基础来比较各国的政府、社会、与市场之关系。最后，本

课追溯先哲研究政治秩序的思想，用抽象和具体的政治理论来展示对政治秩序的不同思考。 

 

 

课程要求 

 

1、概念讨论课表现占总成绩的 10%； 

2、其他讨论课表现占总成绩的 45%（每次占 15%）； 

3、从以下两个选项中任选一个： 

（1）期末小测验占 45%。 

说明：只考讲课内容；时长 1 小时，3 组简答题，每组两题，任选一题回答，每题占 15%。 

（2）讨论课作业占 45%。 

说明：每次作业限 1000 字之内；讨论课后一周内提交；结合讲课内容对讨论课上的某一主题

进行分析；每次作业占 15%，共三次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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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结构 

 

主题 讲课（紫金港东 1B-205） 讨论课（行政管理大楼 16 层 1605） 

简介   

课程与学科简介 11 月 12 日周二第 1-2 节  

国际政治   

现代国际体系的基础 11 月 14 日周四第 3-4 节 11 月 19 日周二（1A-2B）*概念讨论 

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 11 月 21 日周四第 3-4 节 11 月 26 日周二第 1-2 节 A 组 

现代国际体系的演变 11 月 28 日周四第 3-4 节 12 月 3 日周二第 1-2 节 B 组 

比较政治   

国内政治制度与变迁 12 月 5 日周四第 3-4 节 12 月 10 日周二第 1-2 节 A 组 

体系内的生存与发展 12 月 12 日周四第 3-4 节 12 月 17 日周二第 1-2 节 B 组 

政治理论   

古典与近代政治思想 12 月 19 日周四第 3-4 节 12 月 24 日周二第 1-2 节 A 组** 

现代政治理论的演变 12 月 26 日周四第 3-4 节 1 月 2 日周四第 3-4 节 B 组*** 

1 月 6 日周一（补 12 月 31 日周二的课）第 1-2 节期末测验** 

* 上课教室为紫金港西 1-201 

** 教室待定 

*** 上课教室为紫金港行政管理大楼（图书信息 C 楼）16 层 1605 

 

 

课程阅读 

 

 

1、简介 

 

讲课（11 月 12 日周二第 1-2 节）：课程与学科简介 

讨论（11 月 19 日周二第 1 节 A 组；第 2 节 B 组）： 

霍尔、艾坎伯雷 著，施雪华 译，《国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3 章。 

 

参考阅读： 

华勒斯坦 等著，刘锋 译，《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1997 年版） 

萨瓦特尔 著，魏然 译，《政治学的邀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米诺格 著，龚人 译，《政治的历史与边界》（译林出版社，2008 年版） 

古丁和克林格曼 编，钟开斌等译，《政治科学新手册》（三联书店，2006 年版） 

 

 

2、国际政治 

 

讲课： 

11 月 14 日周四第 3-4 节：现代国际体系的基础 

11 月 21 日周四第 3-4 节：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 

11 月 28 日周四第 3-4 节：现代国际体系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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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11 月 26 日周二第 1-2 节 A 组；12 月 3 日周二第 1-2 节 B 组）： 

约翰·米尔斯海默 著，王义桅、唐小松 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版）。 

 

参考阅读： 

布赞、利特尔 著，刘德斌 译，《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高等教

育出版社，2004 年版） 

袁明 主编，《国际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夏诚 著，《世界现代化史纲（第一卷）：世界体系的形成与第一轮现代化》（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施瓦茨 著，徐佳 译，《国家与市场：全球经济的兴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 

蒂利 著，魏洪钟 译，《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 990-1992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 

肯尼迪 著，陈景彪 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 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国际文化出

版公司，2006 年版） 

吉尔平 著，宋新宁、杜建平 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 

波兰尼 著，刘阳、冯钢 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 

亨廷顿 著，周琪 译，《文明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10 年版） 

 

 

3、比较政治 

 

讲课： 

12 月 5 日周四第 3-4 节：国内政治制度与变迁 

12 月 12 日周四第 3-4 节：体系内的生存与发展 

 

讨论（12 月 10 日周二第 1-2 节 A 组；12 月 17 日周二第 1-2 节 B 组）： 

塞缪尔·亨廷顿 著，王冠华、刘为 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版）。 

 

参考阅读： 

利普哈特 著，陈琦 译，《民主的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奥唐奈 著，王欢、申明民 译，《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摩尔 著，拓夫 等译，《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 年版）。 

萨托利 著，王明进 译，《政党与政党体制》（商务印书馆，2006 年版）。 

帕特南 著, 王列、赖海榕 译，《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17 年版） 

格林菲尔德 著，王春华、祖国霞等 译，《民族主义：现代化的五条道路》（上海三联书店，

2010 年版）。 

安德森 著，吴叡人 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达尔 著，谭君久、刘惠荣 译，《多头政体：参与与反对》（商务印书馆，2003 年版）。 



 

 4 

斯考切波 著，何俊志、王学东 译，《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

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 

格申克龙 著，张凤林 译，《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商务印书馆，2009 年版），第一章。 

利瓦伊 著，周军华 译，《统治与岁入》（格致出版社，2010 年版）。 

古勒维奇 著，袁明旭、朱天飚 译，《艰难时世下的政治：五国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政策比较》

（吉林出版集团，2009 年版）。 

霍尔和索斯凯斯 编，王新荣 译，《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比较优势的制度基础》（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一章。 

 

 

4、政治理论 

 

讲课： 

12 月 19 日周四第 3-4 节：古典与近代政治思想 

12 月 26 日周四第 3-4 节：现代政治理论的演变 

 

讨论（12 月 24 日周二第 1-2 节 A 组；1 月 2 日周四第 3-4 节 B 组）： 

（1）福柯，“治理术”，1978 

（2）Michel Foucault, “The Subject and Power”, 1982 

 

参考阅读： 

阿兰瑞安 著，林华 译，《论政治（上、下卷）》（中信出版集团，2016 年版） 

柏拉图 著，郭斌和和张竹明 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2010 年版） 

亚里士多德 著，吴寿彭 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2011 年版） 

马基雅维里 著，潘汉典 译，《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 

霍布斯 著，黎思复等 译，《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 

洛克 著，瞿菊农和 叶启芳 译，《政府论》（商务印书馆，2011 年版） 

卢梭 著，李平沤 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11 年版） 

密尔 著，顾肃 译，《论自由》（译林出版社，2010 年版） 

柏克 著，何兆武、许振洲和彭刚 译，《法国革命论》（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 

托克维尔 著，曹冬雪 译，《论美国的民主》（译林出版社，2012 年版） 

马克思 著，郭大力和王亚南 译，《资本论》（三联书店，2009 年版） 

摩根索 著，徐昕、郝望和李保平 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华尔兹 著，信强 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 

基欧汉和奈 著，门洪华 译，《权力与相互依赖（第 3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卡多佐和法勒托 著，单楚 译，《拉美的依附性与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年版） 

沃勒斯坦 著，黄光耀和洪霞 译，《沃勒斯坦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考克斯 著，林华 译，《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世界知

识出版社，2004 年版） 

温特 著，秦亚青 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 

布尔 著，张小明 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 2 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版） 

丝维斯特 著，余潇枫、潘一禾和郭夏娟 译，《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浙江人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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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03 年版） 

埃文斯、鲁施迈耶、斯考克波 编，方力维、莫宜端、黄琪轩 等译，《找回国家》（三联书店，

2009 年版） 

奥尔森 著，陈郁、郭宇峰、李崇新 译，《集体行动的逻辑》（格致出版社，2011 年版） 

马奇和奥尔森 著，张伟 译，《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三联出版社，2011 年版） 

皮尔逊 著，黎汉基和黄佩旋 译，《时间中的政治：历史、制度与社会分析》（江苏人民出版

社，2014 年版） 

彼得斯 著，王向民和段红伟 译，《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版） 

施密特 著，张敏、薛彦平 译，《欧洲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