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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通论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24122960 
课程中文名称：政治经济通论 
课程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Economy 
学分：2.5   
周学时：2.0-1.0 
总学时：48 
面向对象：本科生 
预修要求：无 
 

时间：周三第 11-13 节 
地点：紫金港校区西 1-204 
教师：朱天飚 
个人主页：https://person.zju.edu.cn/tianbiao 
电邮：tianbiao@zju.edu.cn; 不用微信，可加钉钉 
办公室：紫金港校区西区创意 A 楼 11 层 1104 室 
答疑时间：周四和周日 11:00-13:00  
答疑预约：https://www.wejoinin.com/sheets/hlaaj 
 
 
课程介绍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是怎样互动的？全球化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什么？政府应该介入

多少经济事务？经济因素是怎样影响国家间的关系和国内政治的？本课在回答上述问题时致

力于对政治与经济的基本关系做一个介绍。其主要目的在于帮助学生了解和思考政治、经济

体系、力量、与主体行为者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上和层面间的相互作用。 
 
本课的主要结构分为两大部分：理论流派和政经互动专题。在秋学期，我们学习政治经济学

主要理论流派，从国内、国际两个层面出发，着重讨论以国家、个体、社会、制度和理念为

中心的理论视角。在冬学期，我们继续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探讨政治经济互动的历史，然

后分别在这两个层面对当代主要政治经济问题进行梳理，从而了解当代政治经济互动过程和

重要研究专题。 
 
Ho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interact?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under globalization? How much should government intervene in the market? 
How do economic factors affect the relations among states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is course aims 
to answer the above questions, and provid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rela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economics. The objective is 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and think abou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forces and agents interact across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levels. 
 
  

https://person.zju.edu.cn/tianbiao
mailto:tianbiao@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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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要求 
 
选择 1（考试）：期中闭卷考试占 40%；期末闭卷考试占 60%。 

考试范围：期中考试覆盖前 6 次讲课内容；期末考试覆盖后 9 次讲课内容。 
考试形式：期中考试 1.5 小时、4 组简答题；期末考试两小时、6 组简答题；每组两题，

任选一题回答，每题占总成绩的 10%。 
选择 2（论文）：研究设计占 40%；研究论文占 60%。 

研究范围：与讲课主题相关的深入研究。 
指导过程：教师指导覆盖选题、阅读、研究设计和论文写作整个过程。 
时间安排：秋学期师生制定研究计划，并进行阅读；冬学期完成设计和论文。 

任选活动 
（1） 阅读课：完全自愿参加。讨论与讲课内容相关的经典阅读，参加者必须在阅读课前一

天晚 8 点之前通过电邮寄给我对阅读问题的简要回答。 
（2） 讨论课：完全自愿参加。对一个阶段讲课内容的答疑和讨论，安排在指定周日（见课

程结构）下午两点至 5 点半，每一小时一次讨论课，参加者任选时段。 
 
 
课程结构 
主题 讲课（西 1-204） 阅读课（西 1-204） 讨论课（创意 A 楼 1127） 

课程与学科简介 9 月 15 日 11-13 节   
政经理论视角    

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视角 9 月 22 日 11-12 节 9 月 22 日 13 节  
以个体为中心的理论视角 9 月 29 日 11-12 节 9 月 29 日 13 节 10 月 10 日周日 7-10 节 
以社会为中心的理论视角 10 月 13 日 11-12 节 10 月 13 日 13 节  
以制度为中心的理论视角 10 月 20 日 11-12 节 10 月 20 日 13 节  
以理念为中心的理论视角 10 月 27 日 11-12 节 10 月 27 日 13 节 10 月 31 日周日 7-10 节 

期中考试 11 月 3 日周三 18:30-20:00（西 1-204） 
政经互动历史    

现代政经体系的基础 11 月 3 日 13 节   
现代政经体系的演变 11 月 10 日 11-13 节   
体系内的发展与竞争 11 月 17 日 11-13 节 11 月 21 日周日 7-10 节* 

建议的研究设计最晚提交时间：11 月 20 日周六 18:00 
当代政经专题（国内）    

福利国家与经济调整 11 月 24 日 11-12 节 11 月 24 日 13 节  
落后国家与经济发展 12 月 1 日 11-12 节 12 月 1 日 13 节  
转型国家与经济转型 12 月 8 日 11-12 节 12 月 8 日 13 节 12 月 12 日周日 7-10 节 

当代政经专题（国际）    
国际贸易与投资 12 月 15 日 11-12 节 12 月 15 日 13 节  
国际货币与金融 12 月 22 日 11-12 节 12 月 22 日 13 节  
全球化与区域化 12 月 29 日 11-12 节 12 月 29 日 13 节 1 月 2 日周日 7-10 节 

期末考试 1月 11 日周二 14:00-16:00（地点待通知） 
研究论文最晚提交时间：1月 14 日 18:00 

* 期中试卷讲解；政经互动历史部分的阅读课和讨论课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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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选择 
 
 
9 月 22 日周三：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视角 
 
阅读：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Chap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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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onflict: The Third World against Global Liber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Chapter 1. 
克莱斯勒 著，李小华 译，《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 章。 
 
导读： 
两本书的导言分别代表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视角内国家主义观点和现实主义观点。这两本书

有明显的不同，前者是一本论文集，后者是一本专著。前者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家主义全

面崛起的标志性文献，尤其以第 1 章（即导言章）为最，这一章的作者是哈佛大学著名政治

学和社会学教授斯考克波（Skocpol）。后面的专著是一部现实主义对南北关系的具体研究，

与国家主义的崛起不同，同出版于 1985 年的这本现实主义研究代表了现实主义正朝着它以往

不怎么涉及的主题稳步前进。现实主义的研究还可以参考国际贸易与投资的政治经济分析那

一周的英文阅读。上述两份文献的作者都是克莱斯勒。 
 
问题： 
这两本书的导言分别要展示的观点是什么？它们是怎样理解国家的？为什么说它们都属于

“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视角”？它们对国家的理解有何不同？ 
 
 
9 月 29 日周三：以个体为中心的理论视角 
 
阅读： 
 
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Chapter 2. 
奥尔森 著，李增刚 译，《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 章。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4th 
edition (Longman, 2011), Chapter 1. 
基欧汉、奈 著，门洪华 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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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前马里兰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奥尔森（Olson）用《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国家的兴衰》两本书

开创了集体选择理论（collective choice theory），使经济学胜利返回政治经济学领域，本周读

的这一章展示了这个理论的核心逻辑。奥尔森之后，学者们在用“集体”作为研究单位时都

开始变得小心翼翼。如果说奥尔森是以个体为中心的理论在比较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代表，

基欧汉（Keohane）和奈（Nye）则是新自由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不争的领军人物。本周

阅读他们合著的经典中的第一章，体会“复合相互依赖”（complex interdependence）如何形

成以及为什么会促进国际合作。 
 
问题： 
集体选择理论是怎样解释经济衰败的？为什么集体选择理论可以挑战所有以“集体”为分析

单位的理论？如何从新自由主义理论看出它也是以个体为中心的理论视角？现实主义者如何

解读“复合相互依赖”？ 
 
 
10 月 13 日周三：以社会为中心的理论视角 
 
阅读：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Essential Wallerstein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 Chapter 5.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Rise and the Future Demise of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Concepts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6 (4), 387-415, 1974.) 
沃勒斯坦 著，黄光耀、洪霞 译，《沃勒斯坦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5 章。 
 
Peter Gourevitch, Politics in Hard Times: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Chapt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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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导读： 
第一篇是介绍世界体系理论的文章，作者沃勒斯坦（Wallerstein）教授是这个理论的创始人。

文章全面介绍了世界体系理论的分析框架，着重解释了分析单位的问题，作者自己将这篇文

章称为“经典”。第二份文献是社会联盟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案例分析。政治学家古勒维奇

（Gourevitch）教授为我们精彩地诠释了政策形成过程，他的更为能动性的“微观”分析正好

与沃勒斯坦的结构性“宏观”分析相对应。因此充分展示了以社会为中心的理论视角的多样

性。 
 
问题： 
为什么说世界体系、世界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者是一个意思？世界体系理论强调国际层面的因

素，但为什么是以社会为中心的理论视角？如果世界体系就是资本主义，那么前苏联等社会

主义国家是否一直在世界体系里？第二份文献的作者为什么说“政策需要政治”？社会联盟

理论与像世界体系理论这样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的核心区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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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0 日周三：以制度为中心的理论视角 
 
阅读： 
Peter Katzenstein, “Conclusion: Domestic Structures and Strategies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1(4), 1977. 
卡岑斯坦 著，陈刚 译，《权力与财富之间》（吉林出版集团，2008 年版），结论章。 
 
Douglass C.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W.W. Norton & Company, 1981), 
Chapter 1-2 and 15. 
诺思 著，厉以平 译，《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1992 年版），第 1、2、15 章。 
 
导读： 
第一篇是历史制度主义的经典文章，作者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政治经济学学者卡岑斯坦

（Katzenstein）。文章很长，不好读，但只要读懂文章中那两个表格就能够全面理解其三段论

式的核心逻辑（历史渊源-政商关系-政策形成）。第二份阅读是诺贝尔经济学得主诺思（North）
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文献。请着重体会作者是怎样从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中推出组织和制度

的重要性，进而理解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问题： 
历史制度主义对政策形成的解释与社会联盟理论有何不同？为什么也有学者认为这篇历史制

度主义文献也是一篇展示国家主义理论视角的经典？历史制度主义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对制

度形成的理解有何不同？后者如何解释制度变迁？ 
 
 
10 月 27 日周三：以理念为中心的理论视角 
 
阅读： 
Mark Blyth, Great Transformations: Economic Idea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Chapter 1-2 (pp.3- 45). 
 
导读： 
本周我们挑战一篇英文文献。无论比较政治经济学里的理念视角，还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里的

建构主义视角，虽然起源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但都还没有引起国内学界的足够重视，以至

于对经典的翻译极其缺乏。布朗大学政治学家布莱思（Blyth）的研究跨比较和国际政治经济

学，这本书是他的早期作品，充分地体现出比较政治经济学里的理念视角是从制度主义中脱

胎而来的，虽然今天的理念视角与建构主义已经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了。 
 
问题： 
这份文献的主要论点是什么？制度和理念在政策形成中的作用是什么？你觉得比较政治经济

学中的理念视角与制度主义理论视角有什么样的联系？理念是否可以脱离制度而独立解释政

策形成？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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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1 日周日：政经互动历史 
（本周阅读课和讨论课混上，因此不要求提交作业，感兴趣来参加讨论即可） 
 
阅读：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Blackwell, 1992), Chap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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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eacon 
Press, 1944), Chapters 4-6 and 11. 
波兰尼 著，冯钢、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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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黄树民 译，《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第 4-6、11 章。 
 
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Book of Essay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Chap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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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章。 
 
导读： 
本周的三份经典阅读是基于讲课的深入阅读。蒂利（Tilly）是二十世纪著名的历史社会学家，

他的写作紧密围绕着人类宏观历史进程的主题展开，特别是战争、民族国家与市场经济的崛

起、民主化的演变以及社会运动的动因等。本次选读的就是他有关欧洲的战争、国家和资本

互动的经典著作的第一章。作者对欧洲早期发展与国家形成的理解影响了一个时代，是他历

史性地提出了“制造战争和制造国家是一个循环往复过程”的观点。这一章写得很有条理，

因此很好读，但全书越往后越有些散，那些希望挑战一下自己理解能力的同学可以尝试读完

全书。 
当然，真正的挑战还是第二份阅读。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历史社

会学著作，没有之一，甚至说成是最伟大的学术著作也不为过。它主要展示了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市场与社会的互动，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崛起如何改变社会以及社会如何强力反弹。这

本书虽然出版于 1944 年，但它所指出的上述互动过程仍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的国际演变，

如全球化的起伏、特朗普的执政等等。不过，这是一本非常不好读的书，如果说蒂利的那本

书是越往后读越感觉散的话，这本书基本上是从头到尾都很散。这里选读的几章（都不长）

可以展示这本书的核心框架。当然，最好还是阅读全书，而且不要放手，频繁读，会有不同

领悟。 
第三份阅读讨论了欧洲落后国家的赶超轨迹，“后发展”的概念即创造于这份经典阅读。

通过比较英国、德国和俄国的发展路径，哈佛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Gerschenkron）从时间的

角度揭示了强组织力（特别是国家组织）在发展过程中日趋重要的规律。当代很多对发展问

题的分析都开始于这篇书章。 
 
问题： 
在第一份文献中，蒂利对“民族国家”这个固有概念提出了什么样的异议和理解？国家的多

种类型是怎样在频繁和持续的战争中被“过滤”的？在第二份文献中，市场经济和自给自足

经济在与社会的关系上有何根本区别？什么是双向（重）运动？请尝试用这个概念解释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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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全球化”趋势的出现。最后，如何区别后发展的“规律”和后发展的“成功规律”？后

发展可能带来什么样的政治体制？还有上述“规律”以外的发展路径吗？为什么？ 
 
 
11 月 24 日周三：福利国家与经济调整 
 
阅读： 
 
Gosta Esping-Andersen,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olity Press, 1990), Chapter 2. 
埃斯平-安德森 著，苗正民、滕玉英 译，《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商务印书馆，2010
年版），第 2 章。 
 
Peter A. Hall and David Soskice, eds.,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apter 1. 
霍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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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 1章。 
 
导读： 
如果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分析可以分为分配和生产两部分的话，这两本书恰好是这两部分

各自的代表作。对发达国家分配部分的研究以福利国家分析为主，埃斯平-安德森

（Esping-Andersen）这本书是研究福利国家的经典之作，选读的这一章主要分析了商品化的

问题。对发达国家生产部分的研究则以经济调整的分析为主，其中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研究是

当代主流。霍尔和索斯凯斯是政治学及政治经济学的大师级人物，他们合编的这本书（特别

是合写的第 1章）挑战了全球化趋同论，成为新一轮资本主义多样性分析的奠基之作。 

 

问题： 

怎样从商品化的角度来对福利国家进行分类？为什么劳动商品化问题与福利国家的起源息息

相关？在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研究中，比较制度优势的概念与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概念有何异

同？从生产的角度看，什么保证了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都具有竞争力？ 
 
 
12 月 1 日周三：落后国家与经济发展 
 
阅读： 
Peter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Chapters 1-3. 
中译本草稿第 1-3 章。 
 
导读： 
这是一篇研究发展型国家的顶峰之作，至今无人超越。埃文斯是一位受社会学训练、退休前

在社会学系任教的著名政治经济学家。本书我们选取了前三章阅读。前两章集中展示了发展

问题的全球化研究背景以及对于发展问题的不同观点。作者在第 3 章通过案例比较勾勒出本

书的核心概念——嵌入式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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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为什么成功的发展既需要国家（组织）的内部凝聚力又需要其外部（与社会的）联系？国家

（组织）的内部凝聚力来源于何处？一个内部凝聚的国家（组织）就一定会发展么？掠夺型

国家（组织）如果没有内部凝聚力又将如何掠夺社会？ 
 
 
12 月 8 日周三：转型国家与经济转型 
 
阅读： 
 
Michael Burawoy, “The state and Economic Involution: Russia through a China Lens,” World 
Development 24(6): 1105-1117, 1996. 
 
Peter Nolan, China’s Rise, Russia’s Fall: Politics, Economics and Planning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talinism (St. Martin’s Press, 1995), Chapter 8. 
罗澜 著，隋福民 译，《中国的崛起与俄罗斯的衰落——市场化转型中的政治、经济与计划》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 8 章。 
 
导读： 
著名芝加哥大学左派社会学家布洛维（Burawoy）在第一篇文章里比较了两个政经转型大国

的得失，并强烈支持中国的改革之道。第二份文献来自一位剑桥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罗澜。

这是他这本书的总结，内有对本书各章的总结。与上一篇一样，通过对比两个国家的改革得

失，作者展示了中国的成功之路。第一篇文献为必读，第二篇为选读。 
 
问题： 
在第一篇文献中，为什么“软”“硬”预算压力对转型大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为什么政治转型

与经济转型同步进行是危险的？“软”“硬”的预算压力似乎只强调了中央对地方的影响，那

么地方在发展中有能动性吗？如果读了第二篇文献，请思考：虽然与第一位作者得出了类似

结论，两篇文献的分析有何不同？ 
 
 
12 月 15 日周三：国际贸易与投资的政治经济分析 
 
阅读： 
Stephen D. Krasner,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28(3): 
317-47, 1976. 
 
导读： 
本周英文阅读的作者克莱斯勒（Krasner）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里现实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这篇文章探讨国家权力（State Power）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强调了前者对后者的决定作

用。这篇文章一直被奉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典之作。它也是一篇教我们如何做研究的范文

（这样的范例一般只能通过一整部学术专著展示出来）。因此我不仅推荐那些对本周主题感兴

趣的同学阅读，也推荐那些对如何做社会科学研究感兴趣的同学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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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国家权力和国际贸易的结构哪个是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哪个是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如何衡量它们？怎样通过衡量它们将上述两种变量连接起来？实际验证结果又如

何？你觉得在国际层面上国家权力的分布能够决定国际贸易的结构吗？请尝试用作者的观点

解释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 
 
 
12 月 22 日周三：国际货币与金融的政治经济分析 
 
阅读： 
Mark Blyth, Austerity: The History of a Dangerous Ide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布莱思 著，倪霓、金戈 译，《紧缩——一个危险观念的演变史》（格致出版社，2016 年版）。 
 
导读： 
就像前面介绍过的那样，布莱思（Blyth）是国际及比较政治经济学内理念视角的著名学者。

这本书从理念视角为我们解读了 2008 年前后蔓延整个西方的金融危机及其应对之道，特别强

调了“紧缩”作为一种理念是如何在西方成长成为对经济危机的标准应对之道的。这本书不

长，但出版后引起很大学术争论。在对经济危机的文献里，少有将理念（而不是利益）放在

关键解释地位的研究，特别是从追溯思想史的角度思考当代问题，令人耳目一新。 
 
问题： 
与理性相比，为什么理念在这本书里被认为是核心解释因素？这本书所体现的研究方法与传

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有何不同？如何从理念的视角进一步思考金融危机的成因（而不只是应对

之道）？ 
 
 
12 月 29 日周三：全球化与区域化的政治经济分析 
 
阅读： 
 
Dani Rodrik,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Why Global Markets, States, and Democracy Can’t 
Coexi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Chapters 1-2. 
罗德里克 著，廖丽华 译，《全球化的悖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2 章。 
 
Peter Katzenstein,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ap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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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 章。 
 
导读： 
罗德里克（Rodrik）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全球化、经济发展等问题的著名研究

专家。在第一份阅读里，他详细探讨了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其中第 1-2 章用通俗的语言展示

了历史上的全球化所遇到的政经根本问题，同时也帮助我们将上两周所讲的国际贸易和金融

连接起来。第二份阅读的作者卡赞斯坦（Katzenstein）就是前面“制度主义”那周阅读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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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一卡岑斯坦（同一个人但不同译法）。在这本探讨国际、国内政治如何建构起不同的区域

化进程的经典中，他着重比较了在美国帝权（imperium）下日本和德国在它们各自区域所起

的作用。这本书的第 1 章从提出问题到解释概念再到展示论点，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一个清晰

的研究设计的思考路径。我也希望你们通过阅读这两份文献的起始章节对整本书变得更有兴

趣。 
 
问题： 
在第 1 章的开头，罗德里克写到：“全球化问题的根本在于：没有政府不行，有了政府也不行！”

请结合对前两章（甚至后面几章）的阅读尝试解释这句话的含义。结合第二份阅读，请回答：

全球化与国际化有什么区别？什么是“多孔化区域秩序”（Porous Regional Orders）？为什么

作者认为在亚洲，用日本作为案例比中国更合适？请尝试思考作者的观点是否能够对现在的

亚洲区域化形势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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