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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何区分外交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关系是外交学发展中的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在国际关系学发展兴盛的今天，外 

交是否有成学的必要，以及能否成学，是外交学人必须回答的问题。本文试从成为“学科”的必要条件、中国外交学发展的现状、外交 

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区别和联系等方面，探讨中国外交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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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外交学在我国发展迅速。目前全国已经 

有几十家高校开设了外交学课程，甚至设立了外交学 

专业。全国外交学学科建设会议已成功举办四届，规 

模和影响也日趋扩大。中国外交学学科的迅速成长与 

国家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在教育部学科序列中将外交 

学与国际关系列为了平等的二级学科，这不仅具有典 

型的中国特色，也彰显了国家对外交学研究的青睐。 

然而，如何区分外交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关系是外 

交学发展中的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在国际关系学发 

展兴盛的今天，外交是否有成学的必要，以及能否成 

学，是外交学人必须 回答的问题。本文试从成为“学 

科”的必要条件、中国外交学发展的现状、外交学与国 

际关系学的区别和联系等方面，探讨中国外交学发展 

的主要问题和任务，以期对中国外交学研究的健康发 

展有所裨益。 

【ll国外交学硼穷的琢状 

我国对外交学研究极为重视。早在 1930年代，中 

国就已出版了杨振先的《外交学原理》、刘达仁的《外交 

科学概论》等现代外交学研究著作。1949年 11月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兼外长 

更是明确指出了中国外交研究的任务——“我们应当 

把外交学中国化”。0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的外交研究已 

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从作品来看，1960年代有 李其泰 

(台湾)的《外交学》，1990年代以后又先后出版了杨公 

素的《外交理论与实践》、鲁毅等编的《外交学概论》、裴 

默农的《周恩来外交学 》、黄金祺的《概说外交》、金正昆 

的《现代外交学概论》、姜安的《外交谱系与外交逻辑》， 

以及《西方外交思想史》等外交学专著；翻译了一系列 

国外外交学方面的著作，如周启朋编译的《国外外交 

学》和《首脑外交》、赵怀普等译的《现代外交》等；此外， 

在中国外交史研究方面，中国更是一直处在国际领先 

水平。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说我国的外交研 

究已经成“学”了。 

在研究内容方面，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外交学与国 

际关系学界限模糊不清。这一方面是由于外交学的研 

究尚处在起步阶段，许多问题还没有进行深入探讨造 

成的；另一方面国际关系学，特别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研 

究的强势地位也与这一后果存在必然联系。 

外交学的学术传统源自欧洲，黎塞留、卡利埃、威 

克福、萨道义、尼克尔森，这些外交学领域的思想家和 

实践者都来 自于欧洲。虽然从实践经验上来看，欧洲 

学者掌握着近代以来世界上最为丰富的外交史料，但 

是显然欧洲人并不擅长进行外交研究方面的理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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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从他们的作品中就可以略见一斑，例如，卡利埃的 

《与君主谈判的艺术》、威克福的《大使及其职能》、萨道 

义的《外交实践指南》，都注重实践而非理论。其他一 

些外交著作，从内容上看同样也只重视外交工作的操 

作性特点，忽视理论总结。瞳 理论研究在欧洲的软弱， 

客观上造成了外交和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成了美国的天 

下。正因为如此，斯坦利 ·霍夫曼给 自己70年代中期 

的一篇文章不无讽刺地加上了《国际关系：美国的社会 

科学》的标题，以警示他的欧洲读者。这也反映了欧洲 

人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偏重对细节的描写而非理论的 

研究。虽然一批英国学者的研究有了长足进展，对国 

际关系学界欧美力量对比的变化做出了贡献，但是，欧 

洲学者自己也承认，“同美国比较起来，有些时候我们 

看起来好像的确不在同一起跑线上。 

欧洲外交研究的弱势地位和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 

强势地位同时影响了我国。人们习惯性地接受了美国 

的看法“外交就是国际关系”，或者说“外交是国际关系 

的一部分”。虽然这与国家学科体系的划分矛盾(外交 

学与国际关系学为平等的二级学科)，但是人们似乎并 

没有进一步探讨外交学和国际关系学究竟应该是一种 

怎样的关系，而这对于外交学学科建设来说却十分重 

要。不理顺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外交显然不能成“学”。 

外交学帕研奔财■与嗣角 

英文中的“Subject”和“Discipline”都可以表示学 

科的意思，前者以研究对象和内容的不同区分，后者以 

研究方法的相异分野。外交能否成学关键也是要看这 

样两个方面，而是否具有独立的研究对象更是外交能 

否“成学”的前提和条件。 

1．研究对象 

外交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不同之处可以通过 

研究对象的不同体现出来。外交专注研究的是行为， 

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是状态；前者关注的是 

制度，后者关注的是体系。 

国内外许多学者的著作都体现了国际关系、国际 

政治研究对“体系”的重视。肯尼思 ·沃尔兹在《人、国 

家与战争》一书中认为，在人、国家与国际体系的结构 

中，国际体系是前两者发挥作用的前提和背景。随后， 

他又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国际体系 

结构的思想。 可见，在肯尼思 ·沃尔兹看来 ，系统结 

构应该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与肯尼思 ·沃尔兹相 

似，中国学者同样重视体系结构(格局)在国际关系研 

究中的基础地位。梁守德在《国际政治学概论》中认 

为，“完整地说，国际政治是(国际)行为体间相互作用 

形成的既对立又统一的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主要 

表现为体系，也包括其结构——格局和秩序，是国际政 

治体系、国际政治格局和国际政治秩序的总和。国际 

政治中的众多关系和现象，不仅包含在总和之中，而且 

始终围绕体系、格局和秩序运转。”“它表明，国际政治 

学的研究对象有三个层次：(1)国际政治体系；(2)国际 

政治格局；(3)国际政治秩序。”并明确指出，“国际政治 

学以国际社会的政治体系、政治格局和政治秩序为主 

要研究对象⋯⋯ 李少军则在《国际政治学概论》中 

明确把“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作为国外学 

术界比较常用的“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的同义语加以讨论，并对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流行观 

点做了描述，“国际关系是研究‘谁’(who)在‘什么时 

间’(when)得到了‘什么’(what)和‘如何’(how)得到 

的”。他认为，这一界定虽然“对我们理解国际关系有 

很大的帮助，但这个界定似乎也可以很容易地用到其 

他学科。”因此，认为“国际关系就是研究以国家为主体 

的国际行为体的跨国互动关系并从国际政治视角研究 

影响这种互动的一切因素的科学。” 

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研究对体系的重视相较而 

言，外交学在研究对象方面主要关注的是行为。贝里 

奇(Berridge)认为，外交是主权国家之间通过在国内和 

国外的外交官员，后者既可能是他们国家的外交部门 

也可能是外交官，进行的行为活动。∽按照这种定义， 

外交的狭义研究对象即是行为(conduct)。他认为，外 

交显然不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分支，将它定义为政治 

学的一个子领域更有说服力。在外交本质研究方面， 

德马格艾斯(Jose Calvet De Magalhaes)在《外交的纯概 

念》一书中对“对外政策的工具”做了区分，把对外政策 

的工具分为和平与暴力两种方式(见表一)，为我们更 

易于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把握外交的本质——国家 

的行为提供了很大帮助。他认为，外交经常出现在战 

争、武装冲突或者其他一些特别形式的暴力活动中，虽 

然人们还是常常不愿放弃“外交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 

观念，但事实上，正是外交与暴力行为之间界限的模糊 

不清这一特点，是当代外交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使 

外交的内容得以大大扩展，诸如“金元外交”、“石油外 

交”、“资源外交”、“核外交”等使今天的外交已经超越 

了狭义的外交含义。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英国《现代 

外交》一书的作者巴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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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即 

r双边或多边联系(直接谈判、 

r和平的方式 外交 、调停) 

嶂边行 经济 

暴力的方式 (威慑、武力威胁、经济制裁、 

军事施压、战争) 

*这里的外交是狭义外交，即由正式代表国家的机构 

或人，以和平方式进行的处理国际关系或贯彻 国家 

对外政策的活动。 

表二 外交的过程及外交学的主要内容 

过程 研究领域 主要内容 

外交决策 对外交环境的研究 国际关系理论与历 

史 

外交思想与理论 外交制度的演进与 

外交理论的发展 

对外交政策的研究 外交决策与对外政 

策分析 

政策实施 对外交政策实施过 一般外交(由外交官 

程的研究 完成的 日常谈判与 

交往等) 

危机处理 

对外交方式、方法 单边、双边、多边外 

的研 究 交；首 脑外 交、职业 

外交；预防外交、公 

共外交、强制外交 

外交内容的研究 军事、经济、政治、文 

化、宗教等 

对外交业务的研究 外交礼仪、外 交文 

件、外交语言等 

效果总结 对外交历史或案例 外交通史、国别外交 

和评估 的研究 史、外交家传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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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原则或某种预期。例如 197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 

不结盟政策(相信不结盟运动能够使其免于卷入集团 

对抗，获取最大的政治利益)，1950年代以来欧洲联合 

的政策(认为欧洲为避免多年的冲突，并在二战后两极 

对抗的国际环境中拥有自己的地位，必须走向联合)， 

中国自1950年代开始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认 

为只有通过这项政策才能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并为 

国家的发展创造 良好的国际环境保证)。不论国际环 

境如何，各国在处理国际问题的政策方面具有明显的 

主观性特点，这与站在第三者立场上看待和研究 国际 

关系是根本不同的。 

表三 国际关系分析层次及理论分类[’23 

分析 
层 次 主要 理论 

国 际 国家利益理 论、硬 国力理论 、软 国力理 

专彳为 论、外交决策理论、国家对外战略理论、 

角 色 外交学、外交行为学及跨国公司行为学、 

及 其 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行为学、非国家行 

待 为 为体行为学 

层 次 

边 际 复合相互依存理论、国际冲突理论、国际 

应 关 系 合作理论、地缘政治理论、地缘经济理 基 

研 究 论、沟通理论、影响理论、博弈理论、国际 本 用 

层次 政治学、国际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 
理 理 国际关系伦理学 

论 论 问题 将一个领域从别的领域分离出来
，从 而 

领域 进一步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表明什么 

研 究 与什么相关联，以及这些联系是如何建 

层次 立的。 

国 际 国际体系理论 、国际格局理论 、国际社会 

体 系 理论、均势理论、国际机制理论、国际制 

研 究 度理论、建构主义理论、一体化理论、全 

层次 球化理论 

比较表(二)和表(三)，我们不能否认，国际关系和 

外交研究存在许多交叉之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两者 

之间可以互相代替。研究视角的不同使双方的特点有 

很大的不同(参见表四)，这也表明在研究中把外交等 

同于国际关系或者国际关系的一个分支并不恰当。 

表四 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比较 

外交研究 国际关系研究 

国家或国际行为 国际关系的状态与 研究对象 

主体的行为 运行机制 

研究重点 外交制度 国际关系体系 

近代 的历 1450年 米 兰公 1648年威斯特法利 

爵向佛罗伦萨派 史起点 亚条约的签订 

出常驻使节。 

以主权国家或相 可分为体 系、国家、 

研 究的视 应的国际行为主 决策者三个层次；体 

角 体的行为为研 究 系层 次决定其他 两 

出发点 个层次 

研究对 象 具有主观性 具有客观性 

的特点 

外交如佃成学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 

和社会学教授贝克尔指出，一门学科之所以成为一门 

学科，其原因不在于它的研究对象，而在于它的分析方 

法。0。 外交能否成学也是如此。 

研究分析方法的薄弱是今天外交学研究中的一个 

普遍问题。我们熟悉的《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尼克尔 

森的《外交学》、巴斯顿的《现代外交》等作品都具有外交 

的“指南”、“手册”之嫌，重点明显放在了“外交官的业务 

与技术”方面，这不仅大大缩小了上面我们提到的外交是 

主权国家的行为这一外交的本质和研究范畴，而且强化 

了外交的操作层面，限制了外交的学理化。 

尽管近代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发端不同，但是两者 

的发展却是相互呼应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 

签订标志着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开始形成，这同时也“称 

得上开始了经典的欧洲外交的时代”。。 1815年维也 

纳条约的签订，既标志了欧洲新国家关系的形成，又是 

外交制度化 的一大进步(一些重要的外交问题如“位 

次”在维也纳大会上得到了制度化)。1919年国际关系 

体系在战后进入了现代阶段，对于外交来说则是开始 

了“新外交”的时代。 

在研究领域同样如此，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威 

克尔福特的《大使及其职能》、卡利埃尔的《与君主谈判 

的艺术》等优秀的外交作品表明，在 16—17世纪，外交 

研究一度丝毫不逊色于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然而， 

相比于二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突飞猛进，虽然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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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先后生效，外交的制度化工作取 

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从研究角度看，以主权国家行为为 

研究对象的外交学的理论化进程显然处在停滞状态。 

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研究成果在外交研究方面的应用 

也未取得多大进展，好像行为主义、结构现实主义、新 

自由制度主义等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进展和外交研究 

毫不相干。总之，外交若想成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上有 

所突破是其必由之路。 

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外交研究仍然处在起步阶段， 

外交学学科的发展和完善面临以下几项具体任务： 

首先，研究和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外交学的研 

究对象决定了它的视野不会局限在一个 国家内部，同 

时外交学也不是中国的独创，因此了解国外外交学的 

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的外交学学科建设至关重要。国 

内有学者因此认为，“中国的外交学 目前尚处在介绍国 

外研究成果，借鉴外来概念和研究方法讨论问题阶 

段”，n 因此必须把翻译国外成果视为第一要务。继 

1950年代世界知识出版社翻译出版尼科尔森的《外交 

学》、1980年代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萨道义外交实践 

指南》、1990年代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国外外交 

学》之后，21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收集国外外交学最新 

研究成果翻译出版的《外交学译丛》体现了此类工作中 

的新进展。 

其次，充分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丰硕成果，并将其 

运用于外交学的理论建设。尽管前面我们提到外交学 

与国际关系学的学术分野，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两者 

之间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将国际关系学中的理论和研 

究方法，发展运用于外交学理论，将是外交学理论化的 

捷径。 

第三，总结丰富的中国古代外交遗产，探索有中国 

特色的外交学理论。冷战以后，国际局势的动荡和中 

国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国内学人认识到西方国际关系 

理论的局限性。中国历史文化悠久，给我们留下了丰 

富的外交研究资源。发掘和研究古代的外交遗产，对 

于我们总结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外交范式，研究和探索 

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对当代中国外交案例进行理论总结，研究中 

国外交的新发展。近年来，中国的外交实践取得了很 

大发展，中国外交所表现出来的新形象已经引起了国 

内外研究者的广泛注意，而外交理论研究相对滞后。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进入了新旧格局的转换时期， 

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参与到未来国际 

秩序的重建。对当代中国外交案例进行总结，并从中 

升华出中国外交的理论，对于未来中国的国际定位和 

世界和平都将具有重要影响。 

近年来，中国外交学的研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到外交研究领域中来，我们有 

理由相信，中国外交学研究“成学”的日子将不会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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