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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簡介—《國際關係理論：學科的面貌》 

 

【文／編譯發展中心 蘇進榮】 
【圖／出版商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 國 際 關 係 理 論 ： 學 科 的 面 貌 》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Discipine and 
Diversity）一書係由本院於 100 年與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合作翻譯發行之學術著作，並已

於 102 年 8 月發行。本書作者為提姆•唐恩【Tim Dunne，英國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博士，現為澳洲昆士蘭大學（University of Queensland）亞太研究中心主任、歐洲國

際關係雜誌（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編輯，研究專長：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國際關係理論、國際恐怖主義、人權與外交政策，發表許多有關人權、軍事干

預、外交政策（特別是關於澳洲和英國）、911 事件後世界架構之轉變、全球人道主義秩序之文章，

晚近研究方向為自由世界秩序之理論連結】、米拉•柯奇【Milja Kurki，英國亞伯里斯威斯大學

（University of Wales, Aberystwyth）博士，現任教於英國艾克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Exeter），研究領域：國際關係理論、科學哲學、民主理論和政治經濟，晚近之研究主題為民主

化之政治經濟與歐盟之相關研究】、史帝夫•史密斯【Steve Smith，英國南開普敦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博士，現為英國艾克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Exeter）副校

長暨國際研究教授，係資深國際關係理論專家，編著 13 本書，發表 100 多篇論文，並參加 22 個

國家 150 多場學術演講】；譯者葉宗顯先生為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另譯有《發現女同

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與跨性別》、《媒體事務：媒體企業與公共利益》、《跨越邊界：當代遷

徙的因果》等書。 

國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意指對國際關係之學術研究，本書幫助我們檢視國際關

係如何成為一門獨特的知識社會學，探究其教授何種類型之論題、被研究之題材為何、何種類型之

研究方能受到經費贊助；因此，本書強調 7 項重點：第 1、「理論是這個學科的重心所在」，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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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可以幫助我們解釋國際關係的世界」，第 3、「理論的多元性應該受到重視」，第 4、「理

論多元性是受到爭論的」，第 5、「理論多元性的限制」，第 6、「在理論之間進行選擇」，第 7、

「多元性和此一學科的重新發明」。 

本書初版於 2007 年發行，為反映近期出版之著作及納入最新之案例，爰於 2010 年發行第 2 版，

更新所有章節，並在所有的理論章節中，新添加「焦點書籍（文章）」這個單元，讓所有的撰稿人

標示最能代表該章理論核心主題的一本書籍（或一篇文章）。本書組織結構規劃為十五章，匯集

18 位學者之研究專長，在緒論與前二章探究了國際關係理論與社會科學之間相關之脈絡議題，亦

論述了國際關係理論與倫理研究之間有關之脈絡議題；第三章至十三章介紹了「古典現實主義」、

「結構現實主義」、「自由主義」…等 13 種國際政治理論，每一章的作者在介紹理論之前，先從

以歷史之脈絡敍述理論之背景，並提供實際案例幫助讀者益加清楚理論之意涵，然後又打破空間限

制讓理論具有辯論，再引領讀者思考問題；最後兩章則是整合全書所介紹之理論，詮釋各個理論如

何看待它們與全球化之間的關係；面對社會結構的改變，理論如何應用於當今的國際社會結構中。 

由於作者預期授課者推薦本書之目的各有不同，而每位讀者對本書需求之重點亦各有所異，而，

因此本書編纂之特色，除了每一篇章都依循相同之模式納入許多有助學習之工具，並讓授課者與學

生皆能自由選擇要讀那些章節；然而，若能循序漸進，仔細地從頭研讀，更可獲得豐碩之學習成果。

本書具有理論基礎與多元觀點解釋，幫助讀者對國際關係理論有更深之認識與運用，是本科師生不

可或缺之書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