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关系学科建设需要国际化

阎学通

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采取国际化发展方向是我国国际关

系学科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该学科的国际化重点在不

同时期有所不同,但国际化推动该学科建设在不同时期取得的成果都是非

常显著的。国际关系学科的专业特殊性决定了,不以国际化为方向,该学科

在任何国家都无法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才得以取得实质性的发

展。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处于封闭状态,研

究人员与国外没有往来,研究成果与国外没有交流,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得

不到国际同行的检验。在这个时期,国际关系研究尚未形成一个系统的专

业,也就无学科可言。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国际关系研究人员才看到这

一专业在学科建设和研究水平上都与国际先进水平有着巨大的差距。于

是,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国际化成为我国学界的共识和实践,即学科建设的目

标是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国际化的核心

是学习国际上先进的知识和做法。当时我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专业知识极其

有限,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大于今日中国足球联赛和世界杯的差距。学

习国际上先进的知识和学科建设方法是缩小差距的最有效方法,于是我国

开始派访问学者去外国学习,鼓励学生出国留学,邀请外国学者来华讲学,

翻译国外的著作和文章。与此同时,我国模仿国外的做法创建了国际关系

专业刊物,国际关系学科内部进行小专业分类,编写国际关系教材。通过国

际化的学习路径,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在许多方面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进

步。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出现了许多的首次,例如,1978年首次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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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国际关系专业的研究生,1984年首次出版介绍国外国际关系理论的著

作①,1989年首次出版我国学者编写的国际关系专业教材②。

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前几年,我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国际

化核心仍是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但重点是学科规范化。我国的留学

生于90年代陆续回国,他们带来了更加系统化的国际关系专业知识和规范

的学科理念。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开始强调规范化。1994年《中国社会

科学辑刊》创刊,其创刊宗旨的第一句话是:“本刊致力于中国社会科学学术

研究的规范化建设。”③学科规范化的内容很多,当时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注释

问题。国内的国际关系专业期刊和著作的注释仅用于引用共产主义伟人的

著作。编辑人员认为注释浪费纸张,不与作者商量就删除注释,这还引发过

作者与编辑之间的冲突。由于没有注释,抄袭的现象十分严重。经过十年

多的规范化建设,国际关系专业期刊有了注释体例,著作有了索引,大专院

校对毕业论文的引用、注释、参考文献等做了规定。进入21世纪后,国际关

系教材中增加了写作规范。④

在2003—2019年的十多年里,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国际化的内容新

增了两个方面,一是普及科学研究方法,二是推动理论创新走向国际学界。

前者仍是继承20世纪80年代以来引进来的国际化方向,其侧重点是引进先

进的研究方法并在国内推广;后者是走出去的国际化方向,重点是将学术创

新成果在国外发表。2002年起,我国对外开放从以引进来为主走向引进来

与走出去并重。这一变化推动了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走出去的国际化。

一方面,普及科学研究方法的效果明显。从2003年起,国内多所大学的

教师们先后创办了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讲习班,有的持续至今。2008年,12
所院校的教师们集体创建了“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共同体大会

上师生发言不按等级排序,每届都有关于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学术交流讨

论。许多大学先后将研究方法的课程设定为国际关系专业的必修课,在博

士论文的写作规范中增加了介绍研究方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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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国际关系学术成果逐步走向国际社会。自2007年起,我国国

际关系理论创新成果受到外国学者关注,许多外国学者相继参与了讨论国

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建设问题。近年来在国际学界有关“全球国际关系

理论”(Global
 

IR)的讨论中,有学者认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中最为成

功的是我国学者创建的理论。① 我国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院系创建了英文

刊物,自2013年起开始进入SSCI目录。我国国际关系学者在国际刊物上

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有些还发表在顶刊,在世界著名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

术专著也不断增加。我国国际关系学者的学术成果被国际同行引用的频率不

断上升,自2014年起,不断有国际关系学者进入了爱思唯尔高被引学者名单。

近年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国际化的趋势有所弱化,这对学科建设

的影响非常明显。从引进来的方面看,大学里很少有从事国际关系教学的

外国教师,来华学习国际关系专业的外国留学生减少,在华举办的国际关系

学术会议很少,来华参加国际关系学术会议的外国学者很少,专业期刊上几

乎不再有外国学者的文章,介绍国外最新国际关系学术成果的文章已不多

见,翻译的外国国际关系著作数量大幅下降。从走出去的方面看,多数大学

不再鼓励向国际学术期刊投稿,在国外出版学术著作的热情下降,出国参加

学术会议的人员减少,选择国际关系专业出国留学的人员很少,与外国大学

搞国际关系专业联合培养的项目减少。随着国际化不再是国际关系学科建

设的主要方向,学科发展速度下降,如今每年出版的国际关系专业著作数量

明显少于2020年之前。

国际关系专业具有一定的学科特殊性,放弃国际化方向,学科进步会遇

到较大困难。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的是国际行为体,如国家、国际组织、跨国

公司等;它所解释的是国际现象,如国际战争、国际冲突、国际合作、国际和

平等;它所分析的是国际行为/现象的原理,如国际主导权的持续与转移、国

际规范的功能与转型、国际秩序的形成与消失、国际体系的类型及转变、国

际领导的形成及作用等。放弃国际化方向,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内容和范

围将会窄化,即研究问题向只与本国直接相关的事务收缩,国际关系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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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少数领域,学科建设难以进步。例如,很多小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局限于

与该国直接相关的国际事务,这些国家的国际关系学科都非常落后。

放弃国际化方向,学科建设会有盲人摸象的危险。冷战后的全球化使

得国际体系的整体性更强了,这要求国际关系学者从全方位的角度观察和

了解国际关系,才能使认知接近客观实际情况。反之,将国际关系的研究和

分析局限于一国的角度,就必然导致盲人摸象的结果,误将局部情况视为整

体状态。采取国际化方向就是为国际关系学者提供从不同角度观察国际关

系的条件,学者可以通过阅读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与国外学者交流、到国

外做实地考察、与国外学者进行合作研究等多种方式扩大自己认知国际关

系的角度和范围。这就是为何对外交流多的院校,其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

成果往往大于对外交流少的院校。

坚持国际化方向是国际关系学科建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必经之路。

要扩大我国国际关系学术成果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其必要条件是国际同行

要了解我国的学术成果。而国际同行了解我国国际关系学术成果的主要路

径是与我国学者交流或者阅读我国学者的文章和著作。目前中文还不是世

界通行的语言,国际同行能阅读或讲中文的人数非常有限,因此以外文进行

交流和发表成果是最为有效的路径。故此,高标准的外语能力是国际关系

学科建设的基本要求。无论是提高我们认识外部世界的水平,还是促进全

世界正确了解中国,我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建设都需要坚持国际化的方向。

坚持国际化方向并不保证我国的国际关系学科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它是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必要条件,如果放弃它,则必然达不到国际先进水平。

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曾长期坚持国际化方向,有着比较丰富的经验,

因此当前该学科建设面临的障碍不是如何国际化的问题,而是应否国际化

的问题。我国政府在2022年底作出疫情防控政策调整,鼓励大专院校恢复

国际交流。由于多种原因,国际交流恢复得较慢。具体到国际关系的学科

建设,放弃国际化方向是当前最主要的障碍,其直接原因是对国际化重要性

的认知改变了。故此,笔者认为,是否需要恢复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国际化方

向的问题是值得学界同仁们共同探讨的。历史是曲折的,我国国际关系学

科建设的过程也不会例外。然而,笔者相信,国际关系专业的内在动力会使

我国的该学科建设重新恢复国际化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