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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历史与理论构成了本书上、下两部分的主题，史与论结合、叙述与分析结合是本书的特色。历史部分试图从思

想史的角度记叙国际政治学大半个世纪的变化与进展。主要线索是几大流派——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行为主义、全球主

义、后现代主义（后实证主义）、新自由主义等，阐述了它们之间的争论和新发展，主要人物的见解和学科方法论的创新

等等。理论部分有两个侧重点：一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近二十余年的学派为重点；二是以创新明显、影响广

大的理论为重点，选择了结构现实主义、国际社会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制度理论、国际周期理论和生态政治化等

理论和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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