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愿做学生的铺路石：访《国际政治经济学》负责人王正毅  

从 1994 年的北京大学初设课程到 2008 年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从全国较早

开设国际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学校，到目前全国唯一一所拥有国际政治经济学本科专

业的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变革？是什么使它成为广受学

生们好评的国家级精品课，是什么让北京大学走在了全国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前

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进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创办人、国际政治经济学系

系主任王正毅教授的办公室。 

“教授不是明星，最重要的是要沉下心专心做好教学和科研工作。”面对我们

的采访，王正毅教授这样说道。各种各样的书堆满了王正毅教授办公室的各个角落。

墙上的世界地图和窗台上一个颇具中国风韵的荷塘屏风分外显眼。这相得益彰的两

件物品似乎正有着这个课程的某种特质——在关注中国现实的同时，放眼全球政治

经济。 

 

图：王正毅教授（右）与美国前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 Reed Hundt 先生（左）在

国际政治经济学课堂上 

专业分工和团队合作 

“很多学生说我严格，但是对待学术怎么能不严呢？”王正毅老师的教学以严

谨著称，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的定义上：“尽管有的学生我不

认识，但是只要问一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是什么，我就能从回答上判断他是不

是北大毕业的。”于是，我们的话题由这门课的定义开始。 

“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国际体系中的经济因素，包括资本、技术、劳动力

以及信息的跨国流动对国际体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及一个国家国内政治结构



和过程的影响，反之亦然。”王正毅教授几乎是脱口而出。“我们一定要明确国际

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因为任何一门学科的定义对于这门课的研究对象以及知识体系

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它决定了这门课能带给学生什么。”说着，王老师拿出他于 2006

年出版的《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一书，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解释指给我

们看。这种定义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分为三类：一类是全球层面的问题，

包括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国际贸易体系、跨国生产（跨国直接投资）、国际环境、

国际秩序（资本主义体系）以及全球化；一类是区域层面的问题，包括区域化（诸

如欧洲区域化、亚洲区域化等）、国家联盟经济；一类是国家层面的问题，包括发

展问题、转型问题、经济安全问题、国家竞争力问题。 

根据这一定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虽然隶属于政治学，却是一门跨越政治学、经

济学、国际关系学等研究领域的交叉学科，是学生进一步学习国际政治、经济、外

交等学科的基础课程。王正毅教授告诉我们，国际关系学院之所以将国际政治经济

学定为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的必修课，目的是让本科生对于国际政治经济有一个最

基本的了解。“如果你对一个学科感兴趣，那么必须有一门课程能够为你建构一个

比较全面的基础理论框架。”目前我校国际政治经济学系的课程设置与英美九所一

流大学同类课程设置相同，正是基于为本科生打好基础的考虑。 

“这门课之所以能成为国家级精品课，只依靠一个人绝对是不可能的，它依靠

的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努力，我只负责组织和协调。”王正毅教授特别强调了团队协

作对于建设这门国际关系学院学生的主干必修课的重要意义。经过多年的努力，该

课程形成了一支能适应学科发展的教学队伍，由王正毅、朱文莉、王勇、丁斗、吉

宓、查道炯六人组成。在日常教学工作，王正毅教授负责进行教学协调，充分发挥

各个老师在不同专业领域的专长。比如，他负责在一开始的几节课上讲解国际政治

经济学的相关基础理论以及转型问题，为学生进一步学习打好扎实的基础，接下来

的专题由各位老师分别承担，深入讲解自己所擅长的货币、贸易、投资、能源等各

领域的问题。正如王正毅教授所说：“团队教学既保证了知识的广度，同时也弥补

了单个教师知识结构的不足，让学生深入各个领域学习知识。” 

理论训练与关注现实 

“年轻一代的学生一定要拥有国际化的视野，不仅要了解中国的情况，更要跟

上世界发展的潮流。”王正毅教授一再强调拥有国际化的视野和中国的情怀对于当

今大学生的重要性。正是基于这一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课

程和专业的创设过程中下了一番苦功。 

20 世纪 70 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欧美首先出现。1994 年，

为了与世界接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为本科生开设该课程，成为国内最早开设

该课程的院校之一。1999 年，该课程入选北京大学主干基础课。2002 年，基于为北

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考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进行学科调整，2003 年，北京

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正式设立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使北京大学成为全国唯一一所拥

有国际政治经济学本科专业的学校。 



“不仅在课程设置上要与国际接轨，在课程内容上我们也想方设法为让学生紧

跟世界发展潮流而努力。”王正毅教授告诉我们，为拓宽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学院

会定期邀请国际知名学者进行专题授课。在过去的五年内，曾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 Helen Milner、康奈尔大学教授 Peter Katzenstein、加州大学教授 Susan 

Shirk、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 Reed Hundt、日本 Asset Managers 公司董事长古

川令治等学者踏上了北大国际政治经济学课的讲台。这个小小的课堂，是中国与世

界相互交流，相互碰撞的缩影。有限的课堂，带给同学们的是世界的视野。 

“没有脱离现实的理论，也没有脱离理论的现实。理论和现实的二分法是我们

主观设定的。”当我们问起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课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时，王正毅教

授严肃地回答。他说，这门课的教学从来没有脱离现实进行理论训练。为了让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用课堂上的知识深入理解现实生活中的事件，学院还曾邀请中国财政

部李勇副部长、中国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原财政部副部长、亚洲银行常务副

行长金立群先生、商务部 WTO 司张向晨司长、商务部国际合作司张少刚副司长、外

交部政策研究司徐步副司长等专家进入课堂，和学生进行交流，将理论与现实紧密

结合，使学生在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理解现实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知识的学习与思维的创造 

“我们这一代只是过渡代，知识结构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年轻的一代就不一

样了。”王正毅教授的言语中，处处透露着他对学生的殷殷期望。“我希望我的学

生们在北大能得到的，不仅仅是与国际接轨的学术训练，更要得到具有北大特点的

东西。”他认为，学生们在北大应该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如何提高自己的学习能

力，如何发挥自身的优势。“知识是有时间性的，只有学会不断提高自己的学习能

力，才能不断顺应时代的发展，走在时代前列。” 

交谈中，王正毅教授仿佛又回到了课堂。他像在课堂上启发学生一样问我们：

“你们觉得学习的方式有多少种？”继而哈哈一笑，说道：“其实学习只有两种方

式——从正确中学习和从错误中学习。”王正毅教授认为自己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但却很少考虑成功和失败。在他看来，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能让人从中学到很

多东西。 

采访最后，王正毅教授满怀深情地提出了他对于中国年轻一代的殷切期望：“随

着中国逐步国际化，新一代的年轻人不论在语言还是知识结构上都将优于我们这一

代。希望他们将来能够代表中国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出中国的声音，发出我们这个民

族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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