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发展逻辑

　　近年来，国内对于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视程度显著提高，全国范围内相关研究机构和智库纷纷建

立。如何从方法论、认识论的角度做好区域国别研究，更好地发挥其在国家发展、对外关系等实践

中的重要作用，是一个值得学界深入思考的问题。

　　起初，我国区域国别研究工作主要是在搜集、编译国外信息资料的基础上，描述、归纳和总结

研究对象国家和区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状况的演变发展。在国内外发展环境较为艰难的历

史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这些研究为我国研判国际形势、了解和适应外部世界及其规则、抓住战

略机遇、拓展国际空间作出了巨大的智力贡献。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发生很大

变化。国际地位与角色的转变为区域国别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提高战略性和前瞻性、覆盖

全地域和国别范围、增强专业化程度和说服力、运用科学和前沿的研究方法工具等。应该从学科发

展的中国立场、国际视野和竞争力的角度来培育和完善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论意识。

　　目前，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建设中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学术发展主线有待清晰。区

域国别研究具有多领域、多专业综合性研究的特点，以语言、历史等为方法论基础的学科发展传统

可能满足不了目前党和国家以及学界对区域国别研究更高的要求。这是从学术上明确区域国别研究

发展方向的问题。二是学科领域专业化程度有待提高。区域国别研究亟待重视在复杂的现象中认识

和把握规律的学术能力，在知识理论体系构造、逻辑思维、研究工具方法、新兴和交叉学科、跨学

科以及跨区域合作研究等方面都有待提高。这是明确区域国别研究发展路径的问题。

　　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发展主线的确立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在理论逻辑

上，科学研究的任务在于揭示事物本质和规律，用规律性的认识指导实践、改变世界。研究过程中

不仅需要提高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力、分辨力，更要针对事物的本质增强思想的穿透力。二是在区域

国别研究的发展史上，不乏具有理论贡献的学术案例。如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根据拉丁美

洲的发展实践提出了“中心—外围”理论，阐明了国际分工的现实格局，深化了对资本主义世界经

济“中心”与“外围”之间不对称性和不平等性关系的认识。基于区域与国别的情景性知识，在学

术单元层面的深入考察为学术理论在体系层面的创造性构建打下了基础。

　　从我国目前区域国别的研究需要出发，应充分认识理论概括对于把握社会科学现象和从现象中

寻找本质联系的意义，以学理构造为核心，提高检验完善现有理论的自觉性，发挥抽象演绎推理在

理论体系建设中的作用，注重研究工具方法的应用。

　　同时，在历史逻辑上，以研究对象为坐标，应充分认识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特殊性的重要意义。

特殊性体现在时间意识与空间意识上，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与生态环境中生成和演变。这里所指的历

史并不仅限于时间维度，还包括研究方法的历史主义倾向。兴起于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历史学派政

治经济学，与英国古典经济学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分析不同，强调针对特殊国度经济状况的历史

研究方法。历史学派动态、相互联系和多因素分析等理念为研究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

问题提供了有益范式。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应重视独特的历史环境、文化传统、发展基础与演化动

力，注重国别现象特征、行为模式、演变趋势等方面的描述与考察，围绕基本区域国别属性来做抽

象的概念演绎，认真把握区域与国别发展的动态性、独特性、差异性。

　　区域国别研究学术发展逻辑的关键是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在这方面，马克思在撰写

《资本论》时所作的分析和研究提供了最好的范例。从考察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现状和事实出发，

马克思在厘清和提出商品、价值、使用价值、剩余价值等学术概念的基础上，创立了劳动价值论，

构筑了资本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理论；并运用这样的分析范式研究了资本的生产、流通、分配过

程，揭示了资本的本质和运行机制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历史趋势，从而完成了极富力度、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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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的理论体系。从客观实践的情景化描述，到概念、范式的抽象化提炼，再到演绎分析和前瞻性

地揭示实践发展方向，这一思想历程，将历史考察与理论分析融为一体，将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内

在统一。从中可以发现，统一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历史逻辑为理论逻辑提供了研究的客观

对象。二是理论逻辑将历史逻辑中的发现概念化、抽象化，并转化为研究的理论对象。三是进一步

运用理论逻辑，演绎推理客观对象的发展规律和趋势，实现理论的螺旋式升华。恩格斯指出：“马

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

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为区域国别研究指明了学术建设的努力

方向。

　　今后国内区域国别研究应从以下方向努力。一是深入探寻从中国立场出发，区域国别研究与我

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对外关系、国际地位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应该发挥的积极作用，积极推进

区域国别研究“三大体系”建设，培育提出理论问题或发展现有理论的意识，提高具有战略意义的

学术议题的设置能力，为我国的全球治理战略和区域治理实践提供智力支持。二是深入研究现有全

球与区域治理、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世界发展与合作理论，加强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中对外关系与合作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提炼有学理性的新发展与合作理论，与世界区域国

别研究学界分享中国智慧和价值。三是加强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相统一的区域国别基础研究，推进

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理论之间的对话和互鉴。注重运用前沿研究工具和方法，提高生产原创性情境

性知识的能力，在提升经验性描述和规范性阐释质量的同时，注重演绎分析和逻辑推理，提高对学

术规律的把握能力。四是推动学术研究成果向智库成果实现政策性、战略性转化，发挥建言咨政功

能。智库产品应包括：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理念分享和反响研判、区域或国别对我国战

略机遇期的重要意义、双边关系中的风险控制和安全保障、区域治理空间拓展、双边关系的政策模

拟和监测预警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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