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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中国 : 21 世纪初的中国外交研究
牛　军

本文的目的是对 21 世纪前五年中国学术界有关 21 世纪初中国外交的研究 ,

作一大致的述评。如果同上个世纪最后 20 年相关研究的状况作简单的比较 ,最近

五年发表的研究成果不论是质量还是在数量上 ,都给人以大幅度进步的印象。以

往有关研究的成果大量地反映在教科书中 ,内容多为描述各个时期中国外交各方

面的发展和一些重大事件的发展过程。这些描述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但也有一些

差强人意的特点 ,如重策论而轻学术、重诠释而轻批判、重描述而轻思辨等。这些

特点表现在研究成果中 ,则是欠缺独立思考 ,不重视学术规范 ,以及文化品位不高

等等。远不能说学术界在 21 世纪的头五年里已经根本改变了这种状况 ,但取得的

进步是显而易见的。这里主要是就取得的明显进步做初步的分析 ,以利于今后研

究的发展。

有关 21 世纪初中国外交的研究成果也有一部分反映在教科书或通论类的著

作中 ,如谢益显主编的《中国当代外交史 (1949 —2001)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年

出版) ,杨福昌主编的 Contem porary Chi na and I ts Forei gn Pol icy (世界知识出版

社 2003 年出版) ,张清敏主编的《对外关系读本》(中国人事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

洪停杓、张植荣所著《当代中国外交新论》(励志出版社 2004 年出版)等等。这些论

著中涉及的有关内容 ,在此不做评述。

一

若干年前 ,在学术界、文化界已经开始思考和议论这样的命题 ,即“中国之世

界”和“世界之中国”。这可以概括为中国人认识“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不同视角。

这个命题之所以出现 ,显然是同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认知和争论联系在一起的。不

过 ,在 21 世纪头几年中国学者发表的论著中 ,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到 ,学术界开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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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或者有可能是下意识地展示认知的一致性 ,即不论他们是研究中国外交所涉及

的哪个领域或哪一类问题 ,也不论其观点和结论为何 ,甚或他们之间在同一问题上

本来就存在明显不同的看法 ,他们都有着几乎一致的视角 ,都是从“中国是世界的

一部分”这个基本认同出发的。这一认同几乎反映在每一个作者的论著中 ,并突出

地表现为一些概念的高频率出现 ,诸如“融入国际社会”、“国家角色转变”、“国家身

份”、“负责任的大国”、“学习过程”,等等。①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相对陈旧的

话语。如果以其对中国政治产生决定性影响为标志 ,那么早在上个世纪的抗日战

争中 ,中国的政治领袖人物差不多都认识到这个基本命题的含义和重要性。用他

们当时的话语就是中国的前途与世界的前途“密不可分”。他们当时认为 ,中国的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抗战的胜利有赖于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的胜利。② 这个认识是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蒋介石之所以同意中国抗战

必胜和必须坚持“持久战”之大战略的基本依据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 ,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及作为其一部分的抗日战争 ,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之关系的一次历史性转

折。这场世界范围的战争将中国与世界最终联结在一起 ,也最终使中国人在观念

上 ,将自己的国家、民族的命运 ,与世界最终联结在一起。同时也使中国人更加深

切地认识到 ,中国对世界局势的影响和推动 ,主要取决于中国人能否有决心、意志

和能力 ,自立于世界民族自林 ,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复兴。

尽管如此 ,中国现代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某些事件反复证明 ,真正认识这句话的

深刻含义并在国家的政治和外交实践中自觉地甚至应该是下意识地坚持它 ,并不

是很容易的 ,事实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且不说曾经出现过的那个“光荣孤立”的

年代 ,即使时至今日 ,仍然存在着大量这样的讨论题目 ,如“国际形势的变化”,等

等。这类问题的前提是 ,中国与世界似乎是可以截然分开的 ,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个

不包含中国的“国际”。

21 世纪头五年世界政治中的一个简单事实是 ,世界政治的很多变化 ,特别是中

国周边形势的变化 ,是中国的变化引起的。离开中国的变化 ,遑论国际形势的变化。

不研究中国的变化 ,就很难解释清楚当今世界政治中的很多现象。今天中国与世界

联系之密切 ,其程度已经到了使中国人必须放弃一些习惯的用语及其那些用语背后

的思考逻辑。从这个角度说 ,这些论著在认识论的层次上做出了很大贡献。当然 ,这

里并不是说中国已经强大到可以或已经左右了世界政治中的所有事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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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中国外交研究的一个突出的变化是 ,绝大部分参与其中的是研究国际

政治理论、国际关系史和中国独特的“国际问题研究”等学科或领域的学者、专家。

他们在 21 世纪初好像是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中国外交 ,并且在如此短的时间里

推出了许多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除了必不可少的专业素质和知识修为外 ,至少还有

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是作为中国学者 ,自然有着无法割舍的、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关

怀 ,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学者的一种终极关怀 ,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本性在这个群体

中的一种表现。

另一个原因就是研究当代世界政治或“国际问题”,不研究中国的外交 ,从学术

研究的角度看 ,已经不可能了。诚如一位学者所说 :“外交历来是一个神秘的领域 ,

或者说是一比较封闭的领域 ,用很多研究者的话说 ,它属于一种特权”,“在中国 ,

‘外事无小事’的政治要求更是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一般说来外交决策是在一个很

小的范围运行的”。① 简单地说 ,中国外交在很长时间里 ,属于“肉食者谋之”的事

情。惟其如此 ,才更显示出学术界为什么非研究中国外交不可的必然性。这项研

究即便对于研究世界政治或“国际问题”、“国际形势”什么的来说 ,也已经是不可或

缺的了。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 ,中国学术界这几年的贡献并不仅仅如上所述 ,只是凸显

了“世界的中国”这个并不新颖的命题 ,更重要的是揭示了这个命题在 21 世纪的内

涵有多丰富 ,“中国与世界密不可分”到了什么程度。有关论著的论述表明 ,已经不

能再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只是理解为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 ,必须更

深入地分析在全球化背景下 ,中国社会所受到的影响、中国社会在与外部世界互动

中发生的深刻变化。在这方面王逸舟的著作《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是比较有代表

性的。另外秦亚青、张清敏、门洪华等人的论文也从不同的研究视角 ,揭示了这个

命题的丰富性。②

二

对 21 世纪初中国外交的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部分 ,即“历史与哲学的思

考”、“战略与政策”、“对外关系”。做这样粗略的分类更多地是为了提供一个了解

和把握这类研究的深度和知识厚度的基本线索 ,以便大致了解中国学术界对 21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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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初中国外交的研究已经达到的范围 ,并能比较容易地发现其中是否有自己需要

的内容。事实上很多论著是可以被分别置于两个甚至三个部分中的。

在“历史与哲学的思考”这类论著中 ,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包括 :章百家的《改

变自己 ,影响世界 ———20 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时殷弘、宋德星的《21 世纪

前期中国国际态度、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王逸舟的《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

俞新天的《中国对外战略的文化思考》等。有关论著大致从历史、外交哲学和文化

等三个层面 ,分别探讨了中国外交在 21 世纪所面临的“伟大历史机遇”和“严峻考

验”,中国外交战略的历史、哲学与文化思想之依据 ,中国在当今国际社会中立足和

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学习”,以及中国外交可能面临的不仅是来自外部的、而且更有

可能是来自内部的巨大挑战。

这些论著的重要价值在于 ,一方面揭示了中国外交在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过程

中的互动与反思 ,另一方面进一步深化了“世界的中国”这个命题。这对中国外交

研究来说可能更重要 ,更富有启发意义。在读过它们之后难免会思考这样的问题 :

作为世界之一部分的中国 ,它的内部事务或一部分内部事务 ,是否将成为世界性的

问题。从有关论著中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中国内政与中国外交的关系已经

是研究中国外交所不可回避的问题 ,甚至可能是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任何人 ,包括

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的人 ,都不应想当然地断定 ,可以罔顾国内的种种因素 ,便制

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对外政策或外交战略。

例如 ,章百家的论文在回顾了上个世纪的中国外交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改变

自己是中国力量的主要来源 ,改变自己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综观 20 世

纪 ,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 ,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这两方面变化都对中国外交产生

了重要影响。不过 ,相比之下 ,还是中国内部的变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更强烈、更

深刻。”①时殷弘等同样认为 ,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它的国家战略目标等 ,均需要

中国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中国“改造世界的前提是改造自己”。②

王逸舟在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市民社会的孕育与发展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之

后 ,提出了非常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 ,即中国外交是在“国内进步”———包括市民

社会的孕育与成长———的基础上进行调整的。他认为 :“二十多年的改革与开放 ,

不仅带来器物层面的巨大改变 ,创造出许多新的社会阶层 ,加速了社会分化过程 ,

更造成人们观念和思想的深刻革命 ,带来广泛的社会自我独立和审视意识 ,这对中

国融入国际主流社会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虽然总体的政治体制仍然处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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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改革和转变的过程 ,许多根本性的矛盾仍然未能得到解决 ;但原有结构内部出现

了深刻的变化 ,公众的日益强烈的呼声已经越来越多地传递到决策层那里 ,成为不

容忽视的变革压力”,“全球化的讨论使中国人把自己与外部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 ,更多地用从外部世界获得的知识和信息评价本国的各方面的情况”。尽管

他指出 ,“不宜高估市民社会对中国外交决策过程的作用”,不过当前更重要的是不

应忽视中国社会变化已经造成的影响 ,并应该相应地扩展中国外交研究的领域。①

俞新天对外交战略所涉及的文化问题的论述异常清楚地揭示了“内”与“外”之

关系的内在逻辑 :“中国的价值观在对内和对外上应当是一致的 ,并非有专门的对

外价值观。国民都不认同的价值观 ,国家政府就无法在对外战略中加以实施 ,从而

就无法使外界对这个国家有一个统一的形象认识。”②

“战略与政策”一类的论著数量相当大 ,这多少表明了中国学术界的主要关注

所在。这类论著有代表性的包括 :叶自成的著作《中国大战略 :中国成为世界大国

的主要问题及战略选择》、唐世平的著作《塑造中国的理想安全环境》。前者在全面

和系统地论述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内 ,充分地阐述了中国外交的战略设想和相关的

政策思考。③ 后者则以塑造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为视角 ,比较深入地分析了中国

为达到塑造理想的安全环境的目的 ,必须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战略。④ 另外还有一

些有代表性的论文 ,如楚树龙的《全面建设小康时期的中国外交战略》、唐世平和张

蕴岭的《中国的地区战略》、庞中英的《中国的亚洲战略 :灵活的多边主义》、肖欢容

《中国的大国责任与地区主义战略》,等等。

这类研究成果的标题大致表明了有关研究中的一些特点。首先是中国学者相

当关注对中国外交战略的研究 ,或者说是关注对比较宏观的方针和规划的研究。

这部分地是因为他们认为 ,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历史机遇”和“严峻考验”并存的

时期 ,迫切需要一个合理的“大战略”。时殷弘的论述很有代表性 ,他强调“作为一

个应有长期性国际政治抱负的大国 ,中国需要有某种从长远来看合理的和有利的

外交哲学 ,它一方面足以在政治文化意义上构成经久扎根于全民族意识内的对外

传统 ,另一方面能够在基本政策意义上成为 (或者仅经简易的推理便能导出) 整个

历史时期内的最佳大战略 ,据此开发、动员和运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精

神资源来实现其根本对外目的。”⑤

也许是一种思维的习惯 ,中国学者通常愿意在一个勾勒出来的战略规划的框

架里 ,提出一些具体的设想。例如楚树龙相当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外交战略的主要

611

国际政治研究 　2006 年 第 1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王逸舟 :《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

俞新天 :《中国对外战略的文化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04 年第 12 期。

叶自成 :《中国大战略 :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主要问题及战略选择》。

唐世平 :《塑造中国的理想安全环境》,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时殷弘、宋德星 :《21 世纪前期中国国际心态、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

© 1994-200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理论问题和基本要素 ,然后在此框架中指出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外交

战略不是‘独立自主’战略 ,而是‘和平环境’战略 ,即为国内现代化建设创造和保持

良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的战略”,而“未来 20 年 ,中国总体外交思路和外

交战略将不可避免地逐步发生转变 ,由主要为自己发展利益服务的‘和平环境’战

略 ,转向同亚洲和世界谋求‘共同发展与安全’的战略”。据此他提出了对亚洲、对

美欧俄等大国和对第三世界等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战略。① 时殷弘也提出 ,“中国应

当主要选择‘搭车’和‘超越’作为世纪性对外战略”。②

在对外交战略的宏观研究中 ,相比较而言 ,多数中国学者更注重对中国的地区

战略、特别是对周边或亚洲地区的战略的研究。甚至有学者认为 :“中国的地区战

略 (指中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 ———作者)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其大战略 ,而且其地区

战略的理念与行动也都反映出其大战略的需要。亚洲是中国所有的国家利益 (安

全、经济和政治)都同时存在的唯一的一个地区。因此 ,中国制定的实现地区战略

目标的方式很难在其他任何地区使用 :这是一个同时追求安全、经济与政治利益的

综合方式”。③ 从内容上看 ,中国学者对“中国的地区战略”的研究远比对“中国外

交战略”的研究要丰富和具体。这或许从一个方面证实 ,中国更多的是一个地区性

的国家 ,中国外交的关注和影响所及 ,主要是在与自己毗邻的亚洲和西太平洋地

区。唐世平等指出 :“在地区战略的理念与战略思想指导下 ,中国的地区战略实践

现在远比过去积极、灵活和广泛。大体上 ,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 :积极参与、自我克

制、提供保证、开放市场、促进相互依存、创造共同利益、减少冲突”。④ 如此积极具

体的评价 ,在涉及中国对其他地区的政策问题时 ,是很少见到的。

地区主义与多边主义是定义或描述中国地区战略时被较多使用的概念。唐世

平等认为 :中国的地区战略中包含着“地区主义加多边主义”的重要理念。“多边主

义在中国显示其良好意图和表现出接受约束的态度方面的作用正日益受到重视。

而且地区多边主义现在被认为是中国与地区国家共同应对中国崛起的关键之一 ,

也是中国塑造国际政治的最好方法”。⑤ 庞中英和肖欢容等 ,直接将这些概念作为

自己论文的标题。庞中英特别强调了多边主义对缔造中国的亚洲战略的重要性 ,

他认为 :“多边主义不仅可以帮助塑造中国与亚洲的新型关系 ,而且有助于形成一

种中国的自觉而系统的亚洲战略”,“中国需要从地区角度处理自己与亚洲的关系 ,

途径是灵活的多边主义 ,以多边合作的精神去赢得亚洲的支持。虽然亚洲国家会

以多边主义的手段来制衡中国 ,但中国可以通过多边主义 ,有效地贯彻自己的新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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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树龙 :《全面建设小康时期的中国外交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 年第 8 期。

时殷弘、宋德星 :《21 世纪前期中国国际心态、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

唐世平、张蕴岭 :《中国的地区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 6 期。

同上文。

同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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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战略 ,在亚洲地区真正发挥一个大国的作用。中国必然要经历一个从害怕、无知

与盲目拒斥多边主义到接受、参与甚至领导多边机制的过程。”①肖欢容则强调 :

“地区主义的战略理应成为中国实现本土责任和地区责任、发挥全球责任的重要选

择”,特别是“在地区主义成为各国、特别是大国重要战略选择的今天 ,推动和建构

亚洲地区主义是中国在新世纪实现自己大国责任的核心”。据此 ,他提出 :中国必

须根据亚洲地区的特点 ,“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地区主义战略 ,使自己的大国责任

能够得以成功实现。具体地说 ,中国要实现大国身份的战略目标 ,首先要做的工作

就是成为负责任的亚洲国家 ,使自己有较稳定的战略边疆或安全圈 ,立足亚洲 ,走

向世界。”②

在有关中国外交战略的研究中 ,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学术问题是 :中国现在到底

有没有一个外交战略 ,或者说一个战略层次上的外交规划。对此学术界显然是存

在争论的。如唐世平认为 :“在过去的几年里 ,中外分析人士们达成了以下的共识 :

中国在最近的 10 年里发展出了一套相当连贯与完整的大战略。”③但不少学者持

不同的看法。时殷弘在提出当今的中国“肯定地比近代以来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

种宏远、明智的世纪性外交哲学 ,连同与之匹配的世纪性根本战略”时 ,从逻辑上看

是认为中国还没有形成一项匹配中国的历史机遇和前途的大战略。④ 庞中英则认

为 :“面对世界与亚洲的变化 ,上述处理与亚洲关系的观念、原则与政策非常不够 ,

特别是 ,我们还没有从整体上思考中亚关系。事实上 ,中国确实不存在某种自觉而

有体系的亚洲战略。”⑤

在中国学术界实际上一直存在着这样的分歧 ,即除了与国家发展战略相一致

的外交指导原则 (可以简化成为中国的现代化创造并维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之

外 ,中国是否需要一项“外交大战略”? 以及中国有没有可能制定出一项能够经久

不衰并几乎可以应对所有这些年世界政治中出现过的复杂情况和变化的“大战

略”? 这些复杂情况和变化也包括巨大的不可预测的自然灾害给世界政治带来的

影响 ,等等。

客观地说 ,对中国外交战略的讨论产生于对处理对外事务的长远规划需求。

这种需要是由至少如下几个基本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政府对国家长期政策的规划

中 ,对外交政策的讨论不够充分细致 ;其次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战略中 ,

对国家的安全战略讨论得不够充分细致 ;其三是人们多少仍习惯于一些传统的思

维 ,即在敌我友阵线比较清楚的情况下形成的思维 ;最后是一些年来国际形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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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中英 :《中国的亚洲战略 :灵活的多边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 年第 10 期。

肖欢容 :《中国的大国责任与地区主义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 年第 1 期。

唐世平、张蕴岭 :《中国的地区战略》。

时殷弘、宋德星 :《21 世纪前期中国国际心态、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

庞中英 :《中国的亚洲战略 :灵活的多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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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 ,不可预测的大事件不断发生 ,应付起来感到相对吃力 ,等等。由此看来 ,有关

中国外交战略的讨论必定会长时间地持续下去。

与对中国外交战略的探讨相比 ,对中国外交决策的研究和分析的学术成果甚

至可以用少得可怜来形容。将“中国外交决策”或“中国对外政策分析”作为关键词

进行搜索 ,所获必定寥寥无几。对外交战略研究的偏好和对对外政策分析不够重

视 ,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问题 ,应该引起重视。

最近也有学者发表了有关冷战后中国外交决策或涉及中国外交决策的案例分

析的论文 ,如张沱生的《中美撞机事件及其经验教训》、吴白乙的《中国对“炸馆”事

件的危机管理》和牛军的《三次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研究》。这三篇论著是中美

两国有关方面“中美危机管理研究项目”的产物 ,它们突出的特点是试图通过具体

地分析中美之间带有冲突性的案例 (这是在中国外交研究中目前还不多见的方

法) ,从外交决策和国际危机管理的角度 ,深入地考察中国政府应对和处理中美之

间的危机事件的过程 ,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一些对中国外交决策、特别是在危

机或处理突发事态方面 ,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① 可以说除了这几篇论文之外 ,在

这个领域几乎没有看到什么研究冷战后中国外交决策的进展 ,更谈不上方法论的

探讨。有学者比较尖锐地指出 :“在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中 ,研究彼的多 ,研究自己

的少 ;研究自己的 ,诠释现行政策的多 ,客观分析自己的少”。② 这些弊端在中国外

交决策研究领域 ,表现得尤为突出。

中国外交决策研究的确面临相当大的困难 ,有着看上去难以克服的客观障碍 ,

恰如前文引述 :“在中国 ,‘外事无小事’的政治要求更是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一般说

来外交决策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运行的”。这些固然使得当前学术界在中国外交

决策研究领域很难取得长足的发展 ,但是无论如何 ,中国外交决策研究作为中国外

交研究中的一类重要知识的缺失 ,总是令人非常遗憾和有些不安的。从长远看 ,其

消极影响很可能是严重的。

时殷弘的论文在论述 21 世纪中国的外交哲学和大战略之后专门提到 :“在明

了 21 世纪前期中国应有的国家根本目标、外交哲学和世纪性大战略的情况下 ,还

需要进行保证中国世纪性大战略及其分支战略成功的决策机制调整。这方面尤其

可以吸取 19、20 世纪之交英国战略决策机制集中、统一、协调的成功经验和普鲁

士/ 德国战略决策机制分散混乱、文武割裂、本末倒置的历史教训”。③ 这里揭示了

一个再自然不过的认知逻辑 ,足以说明很多问题了。每当设计、论证或推荐一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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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沱生 :《中美撞机事件及其经验教训》,吴白乙 :《中国对“炸馆”事件的危机管理》,《世界经济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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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是足够明智的外交大战略或对外政策时 ,其实就应该包括回答这样的问题 :除

了这个战略能有效应对变化的外部环境和有利于实现自己的目标之外 ,国家是否

具有贯彻这项战略或政策的足够意志和社会支持 ,特别是是否具有能够贯彻这项

战略或政策的决策体制、机制 ,以及其他一些复杂的国内条件。更进一步说 ,还应

该同时提出调整那些与贯彻战略和政策不相适应的决策体制、机制的办法。这是

顺理成章的 ,就像军队必须有适应战争形态的指挥系统与组织系统是军事改革或

革命的关键内容一样 ,否则外交战略就真的成了纸上谈兵了。

关于“对外关系”,很长时间以来是、这五年仍然是成果数量最多的一类。这

方面的成果主要是中国与一些大国之间关系的研究。这类论著有两个特点。其

一是学者对一些双边关系的研究和分析 ,比较容易受到那些双边关系在不同时

期的状况的影响。例如在对中美关系的研究中 ,有不少分析是伴随着中美两国

关系的起伏而变动的。在中国外交研究的各个分支中 ,对双边关系的研究成果

的确属于起伏较大、变化较快的一类。第二个特点如前所述 ,即学术界比较关注

和重视中国与一些大国的关系 ,不少学者宁愿选择研究大国关系而不是其他。

与此相联系的是 ,在中国学者的成果中 ,有关中国与大国关系的研究不仅数量

多 ,而且总的说来质量比较高。① 中国学者对中国与大国关系的关注和重视 ,客

观上反映了大国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体系中的作用和影响的实际情况 ,当然也

不排除政府的政策导向对学者的兴趣产生的影响。今后一段时间这种情况也不

会改变。

对中国与各大国关系的研究 ,不论从数量还是质量哪个方面来看 ,也都是不均

衡的。例如无人能否认 ,中美关系研究的成果比较多 ,从来都占首位 ,这同中美关

系至少很长时间里曾经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中之重有直接的关系。从目前中国

对外关系的变化与发展看 ,尽管有很多理由解释研究不平衡的必然性 ,但改变或者

降低这种不平衡 ,也是客观的需要。例如为了更准确地认识和理解当前中日关系

的症结 ,找到符合中国最佳利益的处理对日关系的办法 ,现在对中日关系的研究状

况显然需要有很大的改进才行 ,其中包括对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中日关系史的

研究。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个更大的不平衡 ,即研究大国关系与研究其他国家关系

之间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不仅反映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的巨大差距 ,而且在质

量上也是相当可观的。随着中国对外关系的迅速发展 ,也随着解决中国发展战略

021

国际政治研究 　2006 年 第 1 期

① 可参阅 :王缉思 :《中美关系寻求稳定的新框架》,《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 年第 1 期 ;牛军、蓝建

学 :《中美关系与东亚安全》,《亚洲研究季刊》2005 年创刊号 ;冯昭奎 :《中日关系 :从历史到未来》,《世界经

济与政治》2005 年第 9 期 ;夏立平 :《论新世纪中美日三边关系》,《太平洋学报》2004 年第 1 期 ;赵华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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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的需要的变化 ,中国外交不可避免地要进行适当的调整 ,对中

国对外关系的研究也需要 (也是不可避免地)逐步改变其过度不平衡的状况。除对

有关大国的关系研究外 ,对于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研究等

等 ,都应有新的发展。可以肯定 ,今后一个时期对这类研究成果将形成很大的社会

需求。

不论是哪个方面或哪个层次的读者 ,对这部分中绝大多数论文的内容 ,都是比

较熟悉的 ,至少要比前两个部分的内容要熟悉得多 ,故在此不作具体评述。值得指

出的是 ,不论是研究中国与哪个大国的关系 ,不论中国与某个大国的关系一时处于

什么状态 ,这些论文的作者其研究态度都是相当理智和冷静的 ,总的看来他们对中

国对外关系发展的看法是积极和谨慎的 ,其中不乏相当缜密和冷峻的思考 ,很多分

析和结论很有启发性。

以上是对近五年来中国外交领域研究成果的概要和评述。总之 ,过去五年

来 ,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外交的过程中 ,取得了不少成果 ,也存在诸多需要改进

之处。不过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显示出这样的特质 ,即对待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

的一种理性的态度。经过近代以来越来越激进和频繁的革命运动之后 ,也是在

经历大动乱之后 ,中华民族在当今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 ,应该将理性刻在民族的

灵魂上。这可以说是学术界在中国外交研究领域特别重要的贡献 ,其影响也将

是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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