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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作者：陈玉刚 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1期 更新时间：2006-6-27

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其他领域相比，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在中国的研究比其他理论

流派有优势，一是在时间上说，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在国内20世纪80年代才起步，比西方要晚了整整一个甲子，而国际政

治经济学的研究相比之下要同步得多。国内外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流派或学科在西方形成于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如果按这个时间算起，那么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西方诞生于国际关系学科形成后的半个多世纪，

而它在中国的引进则几乎是和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同步的；二是从研究传统上说，在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从19世纪90年代

起就彻底分家，政治经济学就直接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还难以改变，以至于罗伯特·吉

尔平在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之初感到了某种深深的忧虑，深怕被扣上马克思主义者的帽子。[1]而在中国，政治和经

济的结合研究是我们的传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这是每个学生都知道的。因此，国

际政治经济学传入中国后，除了加上了“国际”两个字外，人们对它一点都不感到陌生，甚至有某种亲切之感。这也是为

什么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国内能够迅速走红的一个原因，它符合我们传统的思维习惯和从接受教育以来形成的世界观。 

尽管至少有这两方面的优势，但基于所掌握的有限资料，以及个人有限的理解和领悟能力，笔者认为，我们的国际政治经

济学研究还存在这样几个问题： 

一、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解为国际关系的一种理论流派，还是一个单独的交叉性学科？对此我们的认识还不太统一。讨论

国际关系理论的著述一般都会把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其中的一个学派，或者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领域。[2]但是，国际政

治经济学自身又有很多理论流派分支，而且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的交叉性特别明显，它是国际关系学难以一家涵盖的，同

样也是国际经济学难以完全覆盖的，因此也有学者主张它应该成为单独一个学科。 

在笔者看来，把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单独的和国际关系并列的学科似有不妥，因为：第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问

题属于国际关系的问题，特别是其解决的方法属于国际关系的方法。苏珊·斯特兰奇提出的结构性权力与联系性权力，以

及安全、生产、金融、知识等四个主要领域的权力分配格局，从概念和方法以及问题上都努力形成独立的体系，[3]但实

际上这些内容很大程度上是国际关系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具有自身动力和演进逻辑的领域；第二，从国内外看，目前

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大多是国际关系学者，高校设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甚至系也大多分布在政治学或国

际关系的院系里，这一方面说明它仍主要是国际关系学界感兴趣的问题，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自身研究不

足的问题，特别是国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界（这一点下文还会谈到）；第三，一个学科下面还应该有数个专业，但国际政

治经济学下面还只能说有不同的理论，很难说已经形成了不同的专业。大家比较公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现实主义、自由

主义、马克思主义三种流派，以及霸权稳定论、相互依赖论、世界体系论、依附论、中心－外围理论等，也很难说已形成

了一个个独立的专业，只能说是各成一家之言的理论；第四，学科的交叉不等于形成了新的学科，一个学科的形成有它自

身的历史和相对比较独立的知识体系，学科的交叉只能说传统的学科形成了新的生长点，融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知识工

具；第五，国际政治经济学门下理论流派和分枝繁多并不构成它要自成一学科的理由。地区一体化也有很多理论来解释，

但许多人把地区主义归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种理论，把地区一体化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国际关系的现

实主义也有很多不同理论，但没人把国际关系现实主义作为单独一个学科。 

因此，在笔者看来，国际政治经济学还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领域。另外，它还不应该是经济学的一个领域，因为现代西

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把政府的作用排除在外，或最多把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之一来考虑，如政府投资，它与国际政



治经济学中国家权力的作用无处不在并不相符。 

二、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界定存在泛化现象。一是把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单独的学科来理解，这一点上面已有讨

论；二是把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方法论来看待，认为只要利用政治和经济互相影响的观点来看待问题，就可算是国际

政治经济学，甚至只要运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来分析问题，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譬如，有学者把国际制度理论也看作

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种，笔者想来想去，觉得也许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这么说，那就是罗伯特·基欧汉用成本收益的

比较分析方法来分析国际制度形成的原因及其作用，指出预期收益大于需要付出的成本，是国家愿意接受国际制度的重要

原因。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这种理解就太泛化了一点，我们也许甚至可以按照这个逻辑进一步提出，只要是遵循理性分析

的方法，都可算国际政治经济学了，国际关系当前三大流派，除了建构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可归入国际政治经济

学门下了。当然，这不只是国内的问题，国外也有许多学者把自由制度主义看成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的

一个新阶段；三是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简单地表述为国际政治的经济化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化，因此只要分析一下美日经济关

系，似乎就算国际政治经济学了，或者在对中美关系的分析中提到一下经济的因素，也算国际政治经济学了，完全不理会

国际政治经济学自身独有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以及所分析的特有问题领域；四是认为只要借用了经济学中的一些概念

或原理，如外部性、公共产品、边际效益等，就认为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而不管它研究的问题是否属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

问题。 

在这方面，笔者认为我们还是应该回到罗伯特·吉尔平的界定，即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探讨与外交或国际关系有密切关

系的重要国际经济问题，如国际贸易、发展援助、汇率、国际金融、国际经济合作等。标志着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诞生的

宣告之作的书名就叫《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4]说明国际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研究的就是国际经济关系，只是它用

的是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方法和视角，而不是经济学的。苏珊·斯特兰奇也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不是要建立一种

包罗万象的理论，而是寻求一种新的分析世界经济的方法。[5]  

三、从上一界定出发，那么国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可以说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或发展后劲的匮乏，因为许多国际政治

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在经济学（特别是经济史）方面存在知识不足。罗伯特·吉尔平自己也承认最初对国际贸易、金融关系

及类似的概念所知甚少，但他花了很多时间广泛阅读经济学著作，求教于经济学同仁，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

缺憾。相比之下，国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这方面的缺陷尤其明显。尽管如本文一开始所指出的，我们有政治和经济结

合研究的传统从未中断的优势，但如果我们对此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政治对经济有影响，经济对政治有影响的层面上，那么

我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永远无法取得进步，在创造性的发展方面就会显得非常艰难。如上面所提到过的，对国际政治

经济学理解的泛化某种程度上也与此不无关系。 

尽管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国内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已几乎到了显学的程度，尤其是因为它离经济学——“社会科学中的皇

冠”——最近，容易给喜欢逻辑、追求理性的学生产生诱惑魅力，但真正对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许多重大问题，尤其

是有中国立场和视角的研究还很缺乏。例如，最近炒得很热的人民币升值问题，这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一个很重要的问

题，又是中国外交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国际关系学界对此有一定深度的研究还不多见。再譬如说能源问题，它同样是

国际经济中的重要问题，也是中国外交中的重要问题，但真正有学理性的研究也很匮乏。其他的事例有：中国和东盟自由

贸易区的建设问题，中国的对外发展援助问题，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贸易保护问题等，可谓不胜枚举。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绝无否定我们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取得的很多成绩，只是限于篇幅，这里没把成绩拿出来谈，而是

集中谈了笔者所认识到的这方面的不足，以期我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有更大的发展。 

注释： 

[1] 参见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序言”第2页。 

[2] 参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6页。 

[3] 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4] 参见彭澎：“从政治经济学到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11期。 

[5] 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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