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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历史回顾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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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作者将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分为 3 个阶段 ,分别概括了

每一阶段的特征和主要成果。文章还介绍了我国国际关系学界在研究对象、研

究框架、研究方法 ,以及关于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要不要有中国特色问题的

不同观点 ,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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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西方国际关系

理论研究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中国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则始于 80 年代初。在

起步晚、研究水平落后的情况下 ,我国学者

奋起直追 ,努力探索 ,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在 20 世纪即将结束之际 ,我们有必要对

10 余年来中国国关理论研究的发展做一

番回顾与思索。

一、历史回顾

西方国关理论自诞生后出现过 3 次论

战。由于历史原因 ,中国学者与第一、二次

论战无缘 ;令人欣慰的是 ,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 ,我们参与了国关理论的第三次论

战。此后 ,我国的国关理论研究经历了 3

个发展阶段 :

第一阶段 (1980 —1987 年) 。80 年代

以前 ,我国国关理论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新形势 ,为国

关理论研究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从

此 ,我国国关理论研究悄然兴起 ,主要表现

在 :

1、开始介绍西方国关理论。最早介绍

西方国关理论的文章是陈乐民的“当代西

方国际关系理论简介”① 和“国际关系基

本方法”②;最早介绍西方国关理论的学术

著作是陈汉民的《在国际舞台上》;接着 ,倪

世雄和金应忠推出了《当代美国国际关系

流派文选》。最先翻译的两本国关理论专

著分别是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法尔

格拉夫的《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威

廉·奥尔森等人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

①

② 陈乐民 :“国际关系基本方法”,《理论研

究》,1982 年第 196 期。

陈乐民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简介”,

《国际问题研究》,198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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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翻译引进为主 ,成为这一阶段我国国关

理论研究的特点。

2、自 1984 年一批复刊或增设的学术

杂志开辟专栏 ,为国关理论研究提供论坛。

具有代表性的是《国外社会科学》、《国外政

治学》、《国际问题研究》、《现代国际关系》、

《世界政治与经济》、《政治学研究》、《美国

研究》、《欧洲》、《国际展望》、《国际观察》、

《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文摘》、

《战略与管理》、《太平洋学报》等。一些大

学学报也刊登国关理论研究文章。据粗略

统计 ,在此阶段 ,国内杂志上发表的国关理

论论文和译文共 60 多篇 ①。

3、80 年代以后 ,国关理论进入大学课

堂 ,如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人

民大学、外交学院、南开大学及几所军队和

地方的外语学院等。所设课程与国外的国

关理论课程逐渐接轨。一些重点大学的国

关理论专业开始培养研究生。

第二阶段 (1987 —1993 年) 。在这一

阶段 ,我国国关理论研究又取得了可喜的

进展 :

1、1987 年 8 月 ,在上海召开了首次全

国国关理论讨论会 ,与会者提出了创建具

有中国特色的国关理论的初步构想。以此

为标志 ,我国国关理论研究进入了第二阶

段。此后 ,又先后召开了两次关于如何创

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关理论学术会议 ,

1991 年 6 月 ,北京大学国关研究所主办了

《跨世纪的挑战 :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

展》国际学术讨论会 ;1993 年 8 月 ,在烟台

由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所等单位主办了

《国际问题研究务虚会》。

2、我国学者推出了一批新的国关理论

学术著作 ,如张季良的《国际关系学概论》、

倪世雄、冯绍雷和金应忠的《世纪风云的产

儿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冲突与合作

———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评介》、李义虎

的《均势演变与核时代》、潘光的《当代国际

危机研究》、杜枚的《转变中的世界格局》、

白希的《现代国际关系学导论》、杨公素的

《外交理论与实践》、陈忠经的《国际战略问

题》等等。

3、进一步探索建立中国的国关理论体

系。1986 年初 ,以王建伟等人的“努力创

建我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一文为

开端 ,关于这方面内容的一系列文章相继

发表 ,形成一股强劲的势头 ②。

4、继续评介西方国关理论。在已翻译

出版的有关西方国关理论的学术专著中 ,

有相当一部份是在此阶段出版的 ,如斯坦

利·霍夫曼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肯尼思

·华尔兹的《人、国家和战争》、汉斯·摩根索

的《国家间的政治》、莫顿·卡普兰的《国际

政治的系统和过程》、罗伯特·基欧汉和约

瑟夫·奈的《权力与相互依存》及卡尔·多伊

奇的《国际政治分析》等。

第三阶段 (1993 ———至今) 。1992 年

中国的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与此同时 ,我

国国关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

·21· 欧洲 1997 年第 6 期

①

② 王建伟、林至敏、赵玉梁 :“努力创建我国

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世界经济与政治内

参》,1986 年第 9 期 ;林至敏 :“论国际关系理论研

究的两个优先课题”,《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

1988 年第 8 期 ;石林 :“关于创建国际关系理论体

系的几点看法”,《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9 年

第 5 期 ;薛龙根 :“国际政治的概念、研究对象和

特点”,《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9 年第 11 期 ;

李石生 :“马列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与发

展”,《外交学院学报》, 1992 年第 1 期 ;李石生 :

“关于创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想”,《国

际政治论集》,梁守德主编 ,北京出版社 ,1992 年

版 ;袁明 :“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 :回顾与思

考”,《国际政治文集》,梁守德主编 ,北京出版社 ,

1992 年版 ;章亚航 :“如何建立我国的国际政治

学”,《国际政治文集》,梁守德主编 ,北京出版社 ,

1992 年版。

《全国报刊索引》, 1980 —1987 年 ,哲社

版 ,上海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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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广泛研究中逐渐形成个别强点。

今天中国国关理论研究的视角之广是以往

任何历史时期所不能相比的。研究涉及到

的专题有 :时代特征、当代主要矛盾、国际

格局、国际战略、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全球

环境、战争与和平、国家利益、国家安全、集

体安全、南北关系、科技与国际关系、意识

形态与国际关系、人权问题、主权问题、霸

权研究、危机管理、国际冲突、文化与外交、

国家力量、跨国公司与国际关系、民族主

义、外交决策、相互依存、国际经济与政治

关系、地缘政治研究等 ①。并且 ,我们已经

开始在个别专题研究方面 ,如人权理论、世

界格局、国际战略和国家力量分析上显出

了较强的实力 ,不仅研究著述的数量多且

质量高。从 1990 年开始统计 ,关于人权研

究的文章近 50 篇 ,专著 5 部 ;论世界格局

的文章近 20 篇 ,专著 5 部 ;国际战略研究

文章近 16 篇 ,专著 4 部 ;国家实力研究文

章 6 篇 ,专著 1 部 ②。

2、在理论探索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中国

特色。尽管在中国国关理论是否要有中国

特色以及在中国特色的内容界定上 ,学术

意见并不统一 ;但是 ,我国学者循着 3 条途

径进行着的研究和探索 ,其终极趋向却殊

途同归 ,辐辏地聚向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国

关理论 :第一 ,重点研究我国领导人的外交

思想。关于毛泽东外交理论研究主要集中

在独立自主、统一战线和三个世界方面 ;关

于周恩来外交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外交辩

证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国家平等理论

研究方面 ;关于邓小平外交理论研究 ,包

括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外交思想、国际

新秩序思想、和平与发展时代观、第三世界

战略、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等方面。从

1993 年至今 ,有关邓小平国际战略及外交

理论的文章已发表 50 篇左右 ③。第二 ,注

重挖掘和研究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外交理

论。至今已涉及的研究内容有 :孙子外交

思想、周恩来外交实践与文化传统思想、中

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外交、诸葛亮外交

思想、李鸿章外交思想和曾国藩外交思想

等。第三 ,在研究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

自己的观点。到了这一阶段 ,我们的研究

已能够在一些领域系统地对西方国关理论

进行评析。譬如对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

冲突论”,我国发表的评析文章就不下 40

篇④。其评论角度的多样、审视态度的客

观 ,都标志着对西方国关理论研究日臻成

熟 ,王缉思编辑的《文明和国际政治》便是

一个很好的小结。

附表 :1980 —1996 年我国学者发表的

国际关系理论文章 ⑤

阶 　段 时 　间 文章数 (篇)

第一阶段 1980 —1987 年 64

第二阶段 1987 —1993 年 122

第三阶段 1993 年 —至今 176

总 　　计 1980 年 —至今 362

二、理论构建

随着国关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 ,我们

的研究重点正在转向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

国关理论体系。学术界在诸多方面逐步达

成共识 :

1979 年邓小平提出 ,要加强“世界政

·31·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历史回顾与思考

①

②

③④⑤　同 ①。

《全国报刊索引》1990 —1996 年 ,哲社

版 ,上海图书馆 ;《全国新书目》,1990 —1995 年 ,

中国版本图书馆。

《全国报刊索引》1990 —1996 年 ,哲社

版 ,上海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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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研究”①。“政治学、法学、社会学 ,以

及世界政治的研究 ,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 ,

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②。在国际形势日

趋复杂的情况下 ,我国学者努力摆脱“背景

+ 过程 + 展望 = 国际问题研究”的公式 ,探

索用新的理论方法 ,科学地研究、预则国际

新形势。在建立中国国关理论体系的过程

中 ,正确处理马列主义理论与国关理论之

间的关系。虽然历史唯物主义不能取代国

际关系的具体分析 ,但马列主义的思想方

法仍是我国国关理论研究的指导。尽管马

克思主义未能建立起完备的国关理论体

系 ,却蕴藏着丰富的国关理论内容。

除了共识之外 ,我国学术界在一些问

题上也存在着分歧 :

1、关于研究对象。有一种意见认为 ,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对象应分为两个层次 ,

一是以宏观国际社会、国际集团和得到国

际社会承认的大国为对象 ;二是微观研究 ,

以研究国家 ,国家间双边、多边关系 ,以及

影响国际关系的各个环境为对象③。还有

一种观点强调 ,研究的对象是“主权国家之

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总和 ;是各国在国际范

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等各种关

系的‘合力’;是国际关系中具有普遍性、规

律性、方向性和本质特征的高度抽象理论

思维”④。由于分析的角度不同 ,引出以上

侧重点各异的研究对象。不同定义的表述

都合理的成份 ,可以通过切磋和讨论 ,使研

究对象的定义更具科学性。

2、研究框架。目前有以下几种观点 :

(1)国关理论框架应包括作为国际关系运

行环境的时代特征 ;作为国际关系运行主

体的各类型主权国家 (包括区域性集团) ,

其各自在争取最大国际优势地位过程中的

行为模式及特征 ,及其在争取最大国际优

势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和优势的形成过

程 ⑤。(2) 国关理论框架应包括一些基本

概念 (如行为体、国家利益、国家主权、国家

力量、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国际秩序等) ;

一些基本规律 (如 :影响国际关系变化发展

的基本因素 ,经济政治的相互关系与发展

不平衡规律 ,国际关系的基本形式 ———和

平、合作与竞争、冲突的基本规律 ,战争的

根源与性质 ,争取和平与发展的道路 ,以及

时代特征与国际战略等) ;一些基本原则

(如 :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民族自

决等) ⑥。(3) 国关基本理论框架应包括 :

时代、民族、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战争根

源、和平共处和革命不能输出、国际基本矛

盾和主要矛盾、民心向背原则⑦。学者们

在这个问题上分歧最大 ,需要进一步探讨

的问题亦最多。

3、研究方法。目前主要有两派观点 :

一派认为 ,要建立中国国关理论 ,必须用马

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西方的

实证方法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

误 ⑧。另一派认为 ,在当前的国关理论研

究中 ,方法论问题是我国国关理论建设中

的第一要务 ,而在方法论研究中我们应当

特别重视实证分析方法 ⑨。

4、关于特色问题。中国的国关理论要

不要有中国特色 ? 持肯定观点的人认为 :

(1)任何一种理论本身内在规定其必然要

·41· 欧洲 1997 年第 6 期

①

③

⑤

⑥

⑦

⑧

⑨ 王勇 :“论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证方法

———兼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特色’”,《国际政

治研究》,1994 年第 4 期。

同 ⑥。

《国际关系史研究会通讯》,1988 年第 12

期 ,第 6 页。

李石生 :“关于国际关系学建设的几个问

题”,《外交学院学报》,1996 年第 3 期。

和平与发展研究所编 :《和平与发展》,

1993 年第 6 期 ,第 6 —7 页。

④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编 :《国际关系

理论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9、15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

第 180 —181 页 ,第 1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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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色 ,因为 ,凡理论都是相对的 ,相对性

就是特色 ;凡理论都有个性 ,没有个性、特

性就没有普遍性和共性 ①; (2) 中国的国关

理论研究并非一张白纸。中国的传统文

化、第三世界理论、革命战争理论都是形成

中国特色的促因 ②; (3) 社会科学总会打上

阶级烙印 ,国关理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不

但有鲜明的阶级性 ,而且必然同本国的文

化传统和实际相结合 ,具有自己鲜明的特

征③;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则认为 : (1) 国关

理论是普遍适用的科学 ,要“力图克服民族

主义的障碍”,提中国特色本身就不科学 ;

(2)中国特色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 ; (3) 突

出强调中国特色会陷入理论实用性、片面

性 ,削弱理论的学术性 ; (4) 特色形成不能

预先设计 ,而有赖于理论自身的发展和成

熟 ; (5)中国学者的理论研究本身就带有中

国特色 ,不需画蛇添足 ④。目前 ,关于这一

问题的讨论仍在继续。

三、几点思考

第一 ,中国国关理论的研究发展过程

基本与改革开放同步。然而 ,它的研究水

平与改革开放形势发展的需要还不适应。

纵观我国国关理论的发展过程 ,我们可以

看出 ,国家从闭关锁国走向改革开放之时 ,

正是国关理论研究在我国悄然兴起之际 ;

国家逐年扩大改革开放之时 ,也是国际关

系理论研究在我国取得长足发展之际。改

革开放是时代的必然趋势 ,是国家民族走

向富强昌盛的必经之路。因此 ,我们有理

由相信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国关理

论研究在我国必将大有可为。但是 ,也必

须看到 ,作为一门新学科 ,它的发展过程中

还存在着许多困难。我国国关理论学者 ,

仍然任重而道远。

第二 ,国关理论的建设 ,既需要专题研

究也需要理论研究自身的构建。如果忽视

一些最基本的理论构建 ,一味地陷入具体

专题研究之中 ,就研究目标而言 ,则可能骛

之愈切而偏离愈远。国际关系学包括理

论、历史和现状 3 个部分 ,国际关系理论研

究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分支。在论述我国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框架时 ,李石生教授概

括为 3 个主要方面 :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和

基本原则 ⑤。这一提法涵盖面广且深 ,较

为充分地体现出我国国关理论研究的特

点 ,已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第三 ,中国国关理论要不要有中国特

色 ;回答是肯定的。一方面 ,强调中国特色

并不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强调意识形态

概念 ,任何政治理论研究都有立场和视角

问题 ,中国学者研究国关理论应从本国实

际情况出发 ,站在中国的立场为本国国家

利益服务 ,这就决定了中国国关理论研究

要有中国特色 ;另一方面 ,强调中国特色也

并非与研究全球共同的国际关系规律相抵

触。就理论而言 ,从俯视的角度看世界各

国间的关系 ,国际关系研究是有共同规律

可寻的。但是 ,具体到一国与它国间的关

系时 ,就不难看出各国的国关理论都具有

本国特色。

第四 ,从我国国关理论研究的 3 个发

展阶段看 ,建立中国的国关理论体系尚处

于探索时期。我们虽然在建立具有中国特

色国关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 ,但

与建立中国特色的国关理论体系的目标还

相距甚远 ,仍需加倍努力。

(本文责任编辑 :刘 　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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