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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从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入手，全面评述了中间立场的建构主义，明确提出了国际理论社会学转向的涵义和内

容，通过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地梳理了中间立场的建构主义的基本思想、兴起的背景和发展进程。同时，作者

比较了美国建构主义和欧洲建构主义的异同，揭示和批评了美国建构主义背后的西方文化中心论假设，并且探讨了建构主

义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中所具有的潜在价值以及存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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