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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国际政治经济学》探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PE）的学
科定位及其研究对象与方法。认为IPE是在经济学范式下形成的新兴经济学科，而非政治
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或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IPE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术分野，是
将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的政治因素纳入经济一学的分析框架，从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角度
对国际经济关系进行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倡导以制度分析及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
相结合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作为IPE统一的方法论基础，以规范分析作为IPE研究的主
要特征。在此基础上，《国际政治经济学》全面分析了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领域——国
际贸易、国际金融以及体现国际经济关系*发展趋势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论
述了国内利益集团、左右翼政党、民主模式等因素在各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
和资本流动政策中的作用，阐明了霸权国家及其建立的国际制度与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
的开放性、稳定性、公平性的关系，探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政治动因以及全球治
理机制和世界政治体系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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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定位及其研究对象
对于任何一门学科，首先需要确定其研究对象。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自2
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产生以来，仍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理论范式。国内外学界争议最
大的是该学科的研究对象。
第一节 国内外学界的不同观点
在国内外学界，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是政治学家或经济学家，由于学者们对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定位不同，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有不同的界定。
目前，学界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性质的主流观点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母体是
政治学和经济学，它是两者的分支——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交叉
学科。西方学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超越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独特的研究领域”。
“可以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看做两个独立存在的研究领域之间的一个交叉学科。前者是经
济学，研究的是作为满足需要的市场手段的生产和交换；后者是政治学，研究的是权力
的运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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