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政治与外交专题讲座 
教学大纲 

 

课程综述：  
    本课程旨在简单梳理英国政治制度的奠基、发展、变革过程，使学生深化对

当前英国政治体制的认识。本课程通过八个专题来探讨英国政治制度的变迁，涉

及英国历史、政治、宗教、经济等领域的内容，使学生能够在抓住英国政治制度

发展的主线之外，丰富对英国的了解。通过专题讲座，设定开放性问题，增强学

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授课方式：  
    本课程以专题研讨的形式，初定时间为_______________至______。课堂教

学时间由三部分构成：同学就相关主题做主题发言、教师授课、课堂自由提问与

讨论。 

 

评估方式：  
    本课程学生 终成绩由两部分构成：1）期末学术论文（70%）； 2）课堂主

题陈述与讨论（30%）。 

 

 

 

 

 

 

 

 

 

 

 

 

 

 

 

 



专题一  大宪章时代的英国政治 
    大宪章是英国政治制度的根基。13 世纪，约翰王与贵族签订了这一历史性

的协议，此后大宪章的约束力发挥着重要作用。要想理解当代英国整个社会的构

成，必须了解建造其社会大厦主要构架的政治制度，而大宪章作为政治制度的主

要原则之一非常重要。了解大宪章的精神，对我们认识现代政治有很大帮助，也

帮助我们思考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制度设计原则。 

 

阅读书目： 

1、[英]梅特兰：《英格兰宪政史》，李红梅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 

2、[英]霍尔特：《大宪章》（第二版），毕竞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3、[英]克罗斯、哈里斯：《英国法中的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4、[法]基佐：《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5、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 

6、[美]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7、Edmund Burke, “An Essay towards an Abridgement of the English History, in Three 

Books,” The Works of the Right Honorable Edmund Burke, 3rd ed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69, pp.159-488. 

8、Christopher Daniell, From Norman Conquest to Magna Carta: England, 1066-1215, 

London: Routledge, 2003. 

9、Sir Ivor Jennings, Magna Carta: And Its Influence In The World Today, London: 

HMSO, 1965. 

10、David Hume, The History of England, vol. 1, LibertyClassics, 1983. 

 

思考问题： 

1、请谈谈《大宪章》对英国政治产生了哪些影响？ 

2、请思考英国法治社会产生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专题二  亨利八世治下的英国政治变革 
    宗教是古代、近代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时刻面临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在当

前西方社会发展中仍占据主要角色。马克思曾讲过宗教是精神鸦片，可见宗教的

影响力度。实际上，近代以来的西方世界在宗教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6、

17 世纪，基督教世界发生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它的影响力巨大。对于英国而

言，宗教改革甚至更早。亨利八世（1491-1547）因偶然因素使英国摆脱了罗马

教会的影响力，确立了英国国教的主导地位，国王成为国教的 高领袖。近代英

国政治变革的国外主导因素基本扫除，此后才逐渐成为走向现代的第一个国家。 

 

阅读书目： 

1、[英]阿克顿：《近代史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2、[英]J. H. 伯恩斯编：《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350年至 1450年）》（下），郭

正东等译，三联书店，2009年。 

3、[美]雪莱：《基督教会史》，刘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4、[英]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下卷），溪瑞森等译，译林出版社，

2011年。 

5、[英]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 

6、Suzannah Lipscomb, 1536: The Year that Changed Henry VIII, Oxford: Lion, 2009. 

7、D. G. Newcombe, Henry VIII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8、David Starkey, Six Wives: The Queens of Henry VIII, London: Chatto & Windus, 

2003. 

9、Stanford E. Lehmberg, The Later Parliaments of Henry VIII, 1536-154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10、Peter Marshall, Religious identities in Henry VIII's England, Burlington: Ashgate, 

2006. 

 

思考题： 

1、如何评价宗教在西方社会发展中的角色？ 

2、如何看待亨利八世的改革？以及如何看待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必然性问题？ 

 

 

 

 



专题三  17 世纪英国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与现代政治
秩序的确立 
    近代英国也发生过革命事件，国王查理一世就在革命中被推上了断头台。然

而后查理一世时代虽然有克伦威尔执政，但依靠个人魅力的政权之合法性遭到质

疑，这一时期虽然有诸多新的政治思想，但新的政治秩序随着克伦威尔的去世而

宣告终结。英国经历复辟再次回到传统的王权统治下。然而革命的观念依然在起

决定性作用，议会试图主导 高权力。1688年光荣革命宣告了议会主权的获胜，

此后的《权利法案》结合英国古老秩序，开创了现代英国政治秩序的法律根基。 

 

阅读书目： 

1、[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 

2、[德]耶里内克：《<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现代宪法史论》，李锦辉译，商

务印书馆，2013年。 

3、[法]基佐：《一六四〇年英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 

4、Christopher Hill, 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 1603-1714,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0. 

5、Blair Word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Cromwellian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6、Steve Pincus, 1688: the First Modern Rev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7、Quentin Skinner, 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8、George Yerby, People and Parliament: Representative Rights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9、Derek Hirst and Richard Strier eds., Writing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0、Gary S. De Krey, Restoration and revolution in Britai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思考题： 

1、请阅读权利法案文本，谈谈你对该法案的感想。 

2、请思考一下，英国现代政治秩序确立中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专题四  18 世纪英国现代政党的兴起与政治秩序的巩
固 
    从现在来看，18 世纪是英国政治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英格兰逐渐

合并了苏格兰和爱尔兰，版图扩大；工业革命的发生使英国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发

动机；英国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辉格党霸权时代，稳定的政治秩序设计让英国

迈向两党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这是时期英国面临着两场革命，一个是美国

革命，另一个是法国革命。在这两场革命面前，开放的议会给诸如埃德蒙·柏克

这样的政治家提供了表达观点的机会，他的众多思想被后来很多政党拿来作为其

思想理论的一部分。总体而言，英国在 18世纪有得有失，失去的是一部分领土，

得到的却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精神。 

 

阅读书目： 

1、[英]阿克顿：《自由史论》，胡传胜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 

2、[英]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 

3、J. H. Plumb, The Growth of Political Stability in England, 1675-1725, Humanities, 

1974. 

4、Andrew O’Shaughnessy, The Men Who Lost America, London: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13. 

5、Basil Williams, The Whig Supremacy, 1714-176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6、Linda Colley,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London: Pimlico, 2003. 

7、Linda Colley, In Defiance of Oligarchy: The Tory Party, 1714-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8、J. C. D. Clark, English Society, 1660-1832: Religion, Ideology,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Ancien Regim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9、William Hague, 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London: HarperCollins, 2004. 

10、Gregory Claeys, The French Revolution Debate in Britain : the Origins of Modern 

Politic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思考题： 

1、谈谈 18世纪辉格党长期执政对英国政治秩序和政党发展的影响。 

2、结合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请思考埃德蒙·柏克的思想在英国政治中的地位

和影响。 

 



专题五  19 世纪英国议会改革与政党思想转变 
    19 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和社会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政治上，她经

历了三次议会改革，选民资格降低，人员逐步扩大，参政议政的门户进一步开放。

在思想上，由于工业革命的发生，自由主义在对外政策领域充分展现了其存在的

价值，可以说 19世纪是自由主义鼎盛的世纪。在社会上，阶级出现了，工人阶

级缓慢形成了。在英国国内，她面临着阶级的压力，各政党开始思考公众舆论的

影响力。在英国国外，她面临着其他大国崛起的压力。一方面，第二次产业革命

并非只发生在英国，而是在西欧各国以及美国、日本等国家，英国并未在科技力

量上占据优势。另一方面，英国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国际市场。虽然其海军保持

绝对优势，但其他国家采取的保护主义让英国人无力长久抗拒。总体来看，十九

世纪是英国治下的和平时代，但充满着种种危机，繁荣的持久力 终被 20世纪

的残酷战争所打破。 

 

阅读书目： 

1、[英]白芝浩：《英国宪法》，商务印书馆，2010年。 

2、[英]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 

3、[英]戴雪：《公共舆论的力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4、[英]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 

5、Eric J. Evans, Parliamentary Reform, 1770-1918, New York: Longman, 1999. 

6、Llewellyn Woodward, The Age of Reform, 1815-1870, Oxford: Clarendon, 1954. 

7、Sean Lang, Parliamentary Reform, 1785-1928,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8、Richard A. Gaunt, Sir Robert Peel: The Life and Legacy, London: I. B. Tauris, 2010. 

9、Richard Shannon, Gladstone: Heroic Minister, 1865-1898, London: Penguin Press, 

1999. 

10、Bradley Hart and Richard Carr eds.,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ritish Conservative party: 

essays on Conservatism from Lord Salisbury to David Cameron,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思考题： 

1、请谈谈你对 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的理解和评价。 

2、请结合 19世纪的三次议会改革，尝试分析英国政党（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改

革思想。 

 



专题六  20 世纪英国的霸权转移与国内政治变迁 
    20世纪 20年代，英帝国版图空前繁荣。爱尔兰的自治开启了英帝国殖民地

独立的浪潮，此后经历了二战的英帝国走向没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逐渐丧失。

在冷战环境下，英帝国霸权以和平的方式转向了美国。在帝国终结的道路上，英

国审时度势，用英联邦维系其对殖民地的影响力，至今她仍在用这一体系发挥余

热。2013 年，《英联邦宪章》由女王签署，表达了英联邦 54 个成员国的共同价

值观。在国内，英国继续遭受着准殖民地分离的压力。20 世纪后半期，苏格兰

自治和独立之声日起，在撒切尔保守主义的威慑下，内压越来越大。从政党发展

来看，20 世纪 显著的变化是工党的崛起。从 1900 年到 1997 年，工党从一个

压力集团变成了英国第一大党。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结合组成自由民主党。保守

党仍旧守卫着自己的名称和理念。 

 

阅读书目： 

1、[美]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 

2、[英]卡尔：《20年危机》，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 

3、[美]亨廷顿：《第三波》，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4、钱乘旦等：《日落斜阳：20世纪英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5、Tudor Jones, Remaking the Labour Party: From Gaitskell to Blai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6、Geoffrey K. Fry, The Politics of the Thatcher Revolu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British 

Politics 1975-1990,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7、John Gallagher, The Decline, Revival,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8、Gordon Phillips, The Rise of the Labour Party, 1893-1931,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9、Stephen Wall, A Stranger in Europe: Britain and the EU from Thatcher to Blai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0、Matthew Hilton et al.,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 How NGOs Shaped Modern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思考题： 

1、霸权转移似乎都带来了战争，请思考英国向美国的霸权转移为什么是和平过

渡的？ 

2、你如何看待英帝国和英联邦体系？ 



专题七  新工党当政下的英国政治变革 
    1997-2010年新工党执政时期是当代英国政治变革 为明显的时期。这一时

期工党实行的 重要的政治策略是权力下放，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相继建

立了地方议会。布莱尔在分权政策思想的引领下， 大的成就是使北爱尔兰走上

了和平道路，但也从法理上引发了英国分裂的危险。苏格兰先前的自治思想随着

分权的实施，开始变成为独立思想。虽然苏格兰暂时还分离不出去，但她已经走

上了另一个国家实体的发展道路上。威尔士在权力下放后并未发生频繁的政党执

政更替，她以工党为主，有时采取联合执政的做法，使得民族主义思想不能彰显

其力量。作为主体的英格兰则中断了权力下放的进程，维持着原有政治模式和生

活方式，她并未建立地区议会。 

 

阅读书目： 

1、[英]考克瑟等：《当代英国政治》，孔新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2、[美]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3、[英]布莱尔：《新英国》，曹振寰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 

4、陈晓律：《英国发展的历史轨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5、Tony Blair, A Journey, London: Hutchinson, 2010. 

6、David Torrance, Salmond: Against the Odds, Edinburgh: Birlinn, 2010. 

7、Gerry Hassan ed., The Modern SNP: From Protest to Power,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9. 

8、Alan Trench ed., Devolution and Power in the United Kingdom,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7. 

9、Russell Deacon and Alan Sandry, Devolu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7. 

10、Alastair Campbell, The Blair Years, London: Hutchinson, 2007. 

 

思考题： 

1、请思考分权和集权的利弊。 

2、如果你是英国首相，你对苏格兰分离采取何种态度和相应措施？ 

 

 

 

 

 



专题八  中英政治发展比较与双边关系 
    在历史上，中英交往中似乎都在自说自话，因为两者的政治文化的确存在重

大差异。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让中国重视这个弹丸小国，洋务运动在师夷长技

以制夷的思想引领下，开始了国际交往。新中国建立后，我们的目标是赶英超美。

直到现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国，我们的目标往往以美国为标准。中英关系并未

得到应有的重视，似乎两国关系只停留在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上，政治上的交流

似乎并不存在。实际上，英国式民主和美国式民主有很大差别，英国组织社会的

方式方法更值得我们去考察。 

 

阅读书目： 

1、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2、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3、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4、萨本仁、潘兴明：《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5、[英]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信出版社，2010年。 

6、Robert Boardman, Britai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74,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1976. 

7、Brittne Dean, China and Great Britain : the diplomacy of commercial relations, 

1860-186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8、Aron Shai, Britain and China, 1941-47, London: Macmillan, 1984. 

9、Douglass North,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10、Simon Tate, A Special Relationship?: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Era of American 

Hegemon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2. 

 

思考题： 

1、请思考中英交往中的观念差异？ 

2、请比较英国式民主和美国式民主之间的异同。 

3、请思考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 

4、如何看待民主和平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