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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国外比较政治学研究未有大的理论和研究范式的突破，研究选题更为注重探讨非西方国家政治

现象的根源；从研究主体来讲，团队研究的方式更受青睐。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研究对象以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欧洲转型国家为主，研究选题以政治运行机制、政治发展机制为

主。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型国家处于政治秩序转变的过程当中，能够展现出历史和现实、物质利益和文化宗

教等各种政治因素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可以从中观察透视政治制度差异的原因。非洲国家的叛乱现

象、庇护制，拉美国家的丑闻政治、社区自治，阿拉伯国家选举制的民主作用，东亚国家的民主政治机制以

及欧洲转型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政治遗产、政商关系等，是2011年国外比较政治研究关注的主要对象。
 

其次，研究逻辑存在以西方政治价值观预设前提、偏重数理研究工具的倾向。源于西方、主要由西方学

者构架的国外比较政治研究，服务于西方国家处理国际事务的现实政治需要。西方国家处理国际问题的宗旨

是建立和维持压榨侵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维护扩大本国私利的不合理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这样的宗旨对

于科学研究具有根本的危害性。西方比较政治学者研究的虽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差异性，却往往不能摆脱

西方政治价值观的局限，得不出具有超越性的理论结论。2011年的国外比较政治学研究，仍存在过度追求科

学化和数学化、偏爱使用数理分析方法的倾向。国际权威杂志《比较政治研究》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11年前8期刊发的37篇论文中有26篇采用数理化分析工具，占70.3%；

相对偏重理论和案例研究方法的《比较政治学》季刊（Comparative Politics）2011年1—3期刊发的15篇论



文中有5篇采用数理化分析工具，约占34%。目前，可以用数字描述的政治现象仍然非常少，过度追求数学

化，限制了比较政治研究的选题和研究对象，特别是放弃或回避了整体认识论的分析逻辑，研究虽有其价

值，却难避免以偏颇琐碎淹没全面整体、以数学逻辑遮蔽历史逻辑的负面效果。
 

最后，跨国、跨学科学者联合研究的方式有所发展。比较政治学科的基本特点要求研究方式要超越研究

者个人条件的限制、跨越学科的限制、采用合作研究和团队研究的方式。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教育

文化水平的提高、国际学术交流的扩展，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非西方国家学者逐渐成长壮大起来。亚洲、拉

美、非洲一些国家的学者，或以本国学者联合的方式，或以与西方学者联合的方式开展研究，推进了对不同

地区、国家政治现象的深入探讨，来自不同地区、国家和文化背景的学者共同研究，为国外比较政治学的发

展注入了活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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