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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式探索”的几个基本问题 

石  斌 

【内容提要】 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式探索”当以学习和借鉴为基础，以创新为目的，以实践为思想源泉和检验标准。

需要注意的是：1.理论有不同的内涵和类型：科学哲学所定义的理论；阐释性理论；本质上属于思想“主张”的“理

论”。对后两类必须注意分辨，有选择地借鉴。2.理论的不同类型与方法有关，而方法的选择与研究的层次与论题的性质

有关，没有普遍适用的方法，只有对研究目的与研究对象而言更有针对性、相对更有效的方法，故而方法之价值不在于新

旧，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各有长短，互为补充。3.理论创新离不开方法论的自觉、自己的问题与价值以及必要的话语载体

与言说方式，但必须顺应世界潮流，兼顾人类共同的问题与价值。理论探索的理想境界是科学精神、本土关怀与世界眼光

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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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式探索”的必要性，国内学界看来正在形成共识，但究竟如何做好这项工作，还有待深入探

讨。笔者以为，有几个基本问题必须进一步厘清。 

    一  此“理论”非彼“理论” 

    ......

    二  “新”方法抑或“旧”方法？ 

    ......

    三  “镜头”与“焦距”：独特的眼界造就理论的风格 

    ......

    四  别人的“问题”未必是我们的“问题” 

    ......

    五  科学精神、本土关怀与世界眼光 

    强调理论需要有自我意识、自我关照，不等于理论可以无需坚持科学精神，脱离实际，凭空杜撰，可以无视人类和本

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历史遗训与基本经验，目空一切，可以不顾人类历史和世界政治的基本潮流与发展方向，一厢情

愿。换言之，理论工作者必须处理好科学精神与现实关怀、民族（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 



    这首先需要弄清楚理论研究中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事实与规范、价值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仅

仅研究事实，往往还涉及价值，带有规范性质。虽然此种认识在战后一度受到实证主义的冲击，但自20 世纪后期以来，

人们普遍感到理论实际上都有规范性的假定，区别只在于有的多，有的少，有的明确，有的隐晦②论者指出，把事实与规

范对立起来，是一种令人吃惊的现象。科学的方法表明，道德和目的与实际问题相关，声称目的、意图和伦理的研究不属

于理论范围显然是虚假的。 

    所谓规范，指行为或道德评价标准。规范理论即具有伦理判断内涵与理想准则的理论，它提出了国际关系道德层面的

问题，指出了社会或国家间关系的伦理性质而赋予社会生活以意义的就是价值。在国际关系中，每当提出目的与手段的基

本问题，制定与之相关的规 范性原则时，都要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主权、人权、平等、正义、自由、安全、民族自决、爱

国主义等价值。就此而论，价值优于规范。“没有价值便没有科学，也就没有区别、评价与对比。”理论家在回答“是什

么”、“为什么”的同时，无法回避“应该怎样”之类的规范性问题。正如如何研制核武器本身是一个科学问题，只能遵

循科学研究的规律；而是否应该研制则涉及价值问题；是否可以使用，则更是一个兼具政治权衡与伦理判断的重大问题。 

    除了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科学原则可能具有超越时空的历史特性以外，特定时期的理论思潮往往折射了有关国家

的对外政策目标与动向，鲜有没有任何目的的理论。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没有哪一个价值体系先验地具有优

势，同时每个民族或国家都有自己亟待解决的问题或渴望实现的抱负。因此理论家在坚持科学精神的同时，不能没有目标

感与责任感，对本民族的利益、目标与价值的现实关怀属于题中之议。 

    但理论家除了立足于本国的国际处境与发展需求，还必须站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度。中国问题与中国价值必须兼顾

人类共同的问题与价值，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与本土意识。现实理由是：其一，在这个全球性问题有增无减的全球化时

代，拥有某种国际社会“共同体”意识，已不是什么高姿态的“觉悟”问题，而是一种客观需要。其二，人类历史和世界

政治的发展潮流并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世界大势，既无法规避，更无法抗拒，只能顺应。 

    面对各种具体国际问题，中国不但需要进行攸关利弊得失的政治权衡，也需要做出涉及是非善恶的伦理判断。它们互

为补充，前者维护利益，后者提高威望。仅有前者，“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与“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便无从谈起。总

之，伟大的思想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理论，无不是时代精神和人类理想与智慧的反映。社会科学理论探索的理想境界是科

学精神、本土关怀与世界眼光的有机结合。 

［收稿日期：2003-12-30］ 

［修回日期：2004-02-20］ 

［责任编辑：邵 峰］ 

 

相关文章

 薛力 国际关系学中的结构理论：变迁与局限 《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3期 (2008-1-4) 

 薛力 从结构主义到国际关系理论：一项系统的考察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0期 (2007-10-27) 

 张曙光 冷战国际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链接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2期 (2007-3-27) 

 刘鸿武、肖玉华、梁益坚 一个大陆的觉醒、抗争与自强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1 (2007-2-2) 

 赵远良 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动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10月3 (200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