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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科学新手册（上下册）》

内容概要

本书概述了一百多年来西方(以美国为主)政治科学领域的总体发展情况，考察了1975年以来政治科学
领域所发生的一切重要事件，并对政治科学这门学科所涵盖的所有重要分支学科的现状，进行了全面
而系统的讨论。新手册的内容包括：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政治理论、公共政
策与公共行政、政治经济学，以及政治科学方法论。同时，书中还涉及全球政治环境中与国家和主权
等基本理论相关的新问题，以及宗教、民族、多元主义的组成所包含的政冶内涵问题。 
《政治科学新手册》是西方政治科学研究的一部巨著。新手册很好地处理了政治科学领域每一个子领
域的新发展如何与旧传统保持延续性的问题。在内容的深度上，新手册的国际化程度要高于旧手册。
《政治科学新手册》对于政治科学的回顾、评论，涵盖了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人类学
以及区域学这些同源学科所做的相关工作。 《政治科学新手册》各章参考文献共收录了由1630名作者
所写的3403部政治科学著作。新手册中被引率最高的书目，集中反映了20世纪以来西方政治科学发展
的“三次革命”——行为主义革命、理性选择主义革命以及方兴未艾的新制度主义革命——的发展历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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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关系学：后实证主义和女权主义的观点一、旧手册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二、不断受到侵蚀的共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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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与方法二、现实主义的兴衰三、选择与必然性四、新的国际关系五、结论第六部分　政治理论第
二十章　政治理论：综述一、社会正义与福利权利理论二、民主理论三、女权主义政治理论四、后现
代主义五、新社会运动与公民社会六、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第二十一章　政治理论：政治哲学的传统
一、历史背景二、近期的政治哲学三、新的挑战第二十二章　政治理论：经验性政治理论一、范式转
移的时序表二、范式转移的地理学三、理论与方法：理论分析的各个层次四、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趋
势及其对理论建构的影响第二十三章　政治理论：旧与新一、理性选择理论：成功与局限二、罗尔斯
的地位三、自由主义与差异政治第七部分　公共政策与公共行政第二十四章　公共政策与公共行政：
综述一、组织知识：定义、结构和历史二、我们知道什么基于四项原则的研究三、结论第二十五章　
公共政策与公共行政：比较政策分析一、导言二、比较政治经济：福利政策案例三、比较民主理论：
政党选举程序的案例四、结论第二十六章　公共政策与公共行政：观念、利益和制度一、导言二、政
策制定的变化特征三、观念与效率政治四、决策后的争论及政策发展五、结论：观念、制度与政策制
定的变化特征第二十七章　公共政策与公共行政：旧与新一、关于公共行政的基本转变二、对公共行
政的六点重要原理的补充三、结论：有所失就有所得吗第八部分　政治经济学第二十八章　政治经济
学：综述一、制度的政治经济学二、公共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三、结语第二十九章　政治经济学：社会
学的视角一、范式的类型二、禀赋必要性的反常之处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理性四、制度是理性
的吗第三十章　政治经济学：唐斯式的视角一、投票参与二、政党竞争三、信息获取四、结论第三十
一章　政治经济学：旧与新一、导言二、新手册中的新政治经济学三、结语第九部分　政治科学方法
论第三十二章　政治科学方法论：综述一、计量经济学与政治科学二、其他方法三、计量经济学模型
的形式描述四、路径依赖例证：这些方法有用吗五、存在问题，但有办法解决吗第三十三章　政治科
学方法论：定性研究法一、导言二、划定研究范围三、宏观一定性技术四、几个有关认识论的问题五
、结论第三十四章　政治科学方法论：研究设计与实验方法一、关于实验方法的定义二、经验：实验
方法对政治科学的贡献三、结论第三十五章　政治科学方法论：旧与新一、政治科学中的虚幻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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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药：有哲学意义的定名创新三、政治科学方法论的未来贡献者简介主题索引人名索引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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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科学新手册（上下册）》

编辑推荐

　　《政治科学新手册》（上下）是西方政治科学研究的一部巨著。新手册很好地处理了政治科学领
域每一个子领域的新发展如何与旧传统保持延续性的问题。在内容的深度上，新手册的国际化程度要
高于旧手册。　　《政治科学新手册》对于政治科学的回顾、评论，涵盖了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
、统计学、人类学以及区域学这些同源学科所做的相关工作。　　《政治科学新手册》各章参考文献
共收录了由1630名作者所写的3403部政治科学著作。新手册中被引率最高的书目，集中反映了20世纪
以来西方政治科学发展的“三次革命”——行为主义革命、理性选择主义革命以及方兴未艾的新制度
主义革命——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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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科学新手册（上下册）》

精彩短评

1、Just an introduction, but a nice one ~
2、翻译烂的一笔
3、这本书严格说来也是教材。我没看过老版的手册直接来看新版的，老版的还是竺乾威老师翻译的
类~准备这个新版的看完去看看老版的。。。说实话。。。开始看了觉着。。。这本新版的翻译实在
不好。。。
4、介个翻译。。。让我情何以堪
5、英美政治学的基础读本，法学生公共政治必修之一，内容简单主线明确，适合做基础知识扫盲用
。
6、节译本，一些更好的review没有译；翻译质量很一般。
7、hold住整个学科史
8、师兄说有很多种方法来攀登政治学这座大山。有时候我们是找好了方向，然后前进；但对我来说
，更多时候是爬了一会山，再回头去看看身后的路。恍然大悟，原来也可以从那条路上山。但是有谁
能评价这两条路的好坏呢？
9、参考书，翻译略涩
10、讀的是網絡下載的中文版，譯著真的是大有問題。比如把建构主义中的观念（idea）翻译为理想
，建議中英文對著念。
11、基础读物，也是前沿读物，这要看参照物了。
12、读完，宏观上学到点学科框架，但是其他吸收率真得好低的，马上就要考了肿么办！我觉得自己
考不上！%>_<%
13、入门书
14、初读听困难的，有些语言实在不通。不过能对政治学的各方面都有所了解吧~~
15、还挺不错，虽然有一些误译（有些其实算不上，只能算不同译法）。断断续续读了一学期多。上
册译的比下册好。精简的介绍，参考文献比较有用。
16、翻了一翻。。。
17、全面
18、再也不用看了~
19、书很好，翻译很一般
20、由于是合译，翻译的质量参差不齐，个别章节难以卒读，译名上也很混乱。该书是对所谓政治科
学的最新发展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由于作者庞多，虽然每个论题都按照固定的套路，但读下来依
然觉得有些琐屑
21、有新的版本，赶紧翻译啊⋯⋯
22、翻译不太好。
23、大部头! 为了备考。。。
24、挺厚的，想从政治哲学向科学转向，需要看些这方面的教材
25、中文直标已读。译后记中说4本书引用最多：Downs(1957), Olson (1965), Ostrom (1990), North (1990)
26、不錯的工具書。
27、书是好书，翻译太差。看到第149页我已经抑制不住吐槽心了。快速阅读本书方法：先查一下本章
作者的国籍，如果是英国人，直接跳过看下一章。你一定不会后悔的。
28、要了解英美学科设置，乃至厘清各门学派的来龙去脉，此书不可或缺。当然，如果能直接读英文
版就更好了。
29、翻译真心烂
30、2009年5月1日晚，购于本部学而优。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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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科学新手册（上下册）》

精彩书评

1、　　近年来，公共政策的研究越来越热，并且逐渐影响到政府决策。《政治科学新手册》讨论了
以美国为主的政治科学领域研究，涉及了所有重要分支学科，全面而系统。当政治作为一门科学而分
列的时候，需要政治科学家们不带感情色彩地进行政治分析，这与政治实践截然不同，因为政治家需
要的是坚定而简单的观点。虽然如此，但很明显，政治科学家可能会影响政治家的决策。本书在两个
方面体现了“新手册”的“新”：一、它着力考察1975年以后政治科学学科中发生的重要事件，从多
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讨论；二、处理了政治科学领域每一个分支新的发展及与旧传统保持延续性的问
题。这本手册集中了1630名作者所写的3403部政治科学著作的精华，对于我们要了解政治科学的最新
全景来说，不可或缺。
2、这两册书，我是全部看完的，总体感觉还不错，比起国内那种要有味道得多。缺点是内容太少，
过于简要，从眼界上看，主要是美国、西欧为主，亚洲等世界其他地方的东西鲜见，政治思想史发展
上的逻辑有些问题。不过，还是推荐。
3、均为名家。不过由于是90年代的书，有些过时了。但仍很有助于理清一下头脑里对于各种著作关系
的理解。其实读读这种书，要比充斥着市场的中国权术政治书要强得多。当然，弄权也是能力。。。
这本书的价值，只有在迅猛阅读那些参考书目中的书籍后才能体现，不然恐怕会随时间持续贬值。。
。p17 必读书单。p67 “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者”的转换。演绎、数学方法
以及经济模型的转变。p78 马基雅维利偏向实践的政治学说，以及“价值中立”的取向，对于后世的
巨大影响。p79 霍布斯翻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希望对于17世纪混乱的英格兰有所帮助。上个世
纪的中国是否与之类似呢？现在的中国又是何种情形？p81 孟德斯鸠思想的综合性，以及对于美国宪
政的巨大影响。p94 杰出的社会科学学者们对于二战美国的政策制定所起的巨大作用p530 历史。。。
使得个人至上、社会契约论等抽象原则转化为生死攸关的事情。p532 制度领域的代表人物：。。Carl
Schmitt,Ivor Jennings,Ernest Barker,Leon Deguit,Ander Siegfried,Herman F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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