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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学解析》

内容概要

中国的比较政治学发展较为缓慢，理论创新的基础和条件尚不成熟，如何积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条件
是中国比较政治学者的重要任务。《比较政治学解析》是作者对国内外比较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系
统而深入地跟踪和解析基础上，通过把普适性与精细性相结合、国别研究与多国比较结合、经验研究
与科学模型相结合，积多年研究成果和学术心得于一体，在理论性、方法论、系统性、创新性以及梳
理比较政治学的知识谱系等方面均有较为重要贡献：一是在阐述比较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最新
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政治发展的新情况和新现实尤其是作者自身对政治现象的研究案例来解读比较政
治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重新认识和系统阐述比较政治学理论及方法的发展和应用；二是对比较政
治学的主要理论流派即理性主义、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发生的综合主义趋势进行研究和思考，为中国
比较政治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问题、导向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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