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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际关系的主题是国际合作和国际冲突，国际关系研究包括国际安全研究和国际政治经

济学两大主要内容。国际关系的分析方法分为三个层次，即个人层次、国家层次和体系层次；同时，存在

四种取向，即理想主义、现实主义、科学行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国际关系的意义在于维护国际安

全，促进世界发展，推动人权进步，进行全球沟通和实现中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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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 题

作为政治科学的一部分，国际关系主要涉及国家间政治关系，即政府针对外国政府所采取的决

策与行动。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关系又是跨学科的，涉及到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和

其他多种学科。即使是国家间的政治关系，也包含外交、战争、贸易、联盟、文化交流、参与国际组织

等各种活动。这些特定领域的活动就构成了国际关系学者关注的问题领域（/0012 34230）。在国际

关系的各个问题领域，一国的决策者或采取合作的态度（友好和互助的行为，如全球贸易谈判），或

采取冲突的态度（敌对和有害的行为，如印巴冲突和阿以冲突）。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实际上是各

行为体在世界范围内围绕国家利益进行合作或发生冲突的过程。

因此，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就是国际合作与国际冲突（ /5624536/7538 977:2436/75 35; /5624536/7538
975<8/96）问题。冲突与合作是国际关系最基本的矛盾，贯穿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全过程。对冲突与

合作的研究就成为国际关系学的中心问题。究其原因有三：各国对外政策的中心任务是避免冲突

发生、控制冲突的激化，争取通过国际合作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国家之间关系始终包含冲

突与合作两个方面，冲突中有合作，合作中有冲突；战争与和平实际上是冲突与合 作 的 延 伸

［%］（::=%( # %’）。

上述问题领域从大的方面又可以划分为两类：安全和发展。因此，从国际关系的次域（01> #
</28;）来看，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包含两大内容：国际安全研究（/5624536/7538 02914/6? 061;?，@AA）和国

际政治经济学研究（/5624536/7538 :78/6/938 29757B?，@CD）。传统上，特别是 !" 世纪 (" 年代至 ’" 年代，

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心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即国际安全研究。军事和外交活动、条约和结盟、领土争

端等在过去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占主导地位，并将继续占据国际安全领域的中心位置。但到了冷战

后的 !" 世纪 &" 年代，国际安全研究已经从军事力量和大国军备竞争这些传统的重心扩展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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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冲突得到了更多的关注，种族冲突更加明显，经济安全的地位上升。另一方面，在 !" 世纪 #"
年代至 $" 年代，经济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持续上升，国际政治经济学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除了国

际安全以外的第二个研究领域。学者们研究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和金融关系，分析国家如何通过政

治合作，建立和维持机构与规则来管理跨国经济和金融活动。到了 !" 世纪 %" 年代，发达国家与发

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北关系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学者广泛讨论诸如经济相互依赖、债务、对外援助、

技术转让等问题。随着冷战和东西方对抗的结束，东西方对抗让位于南北冲突，南北关系上升为

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南北关系也从冷战时期的经济关系发展为主权、安全和发展等全面

关系［!］。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要把国际安全研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两者结合起来，安全事务中

的经济问题越来越重要，反过来也是如此。“经济安全”（&’()(*+’ ,&’-.+/0）概念很好地体现了这种

结合。事实上，许多原则和理论在两个领域都是适用的。此外，通过这种结合，不仅扩大了各自的

研究视野，而且将大大深化人们对国际关系的认识。

二、方 法

国际关系的分析方法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1&2&1,）和四种取向（(.+&)/3/+(),）。

国际关系的层次分析方法（4&2&15(657)310,+, 788.(3’9）最早是由肯尼斯·华尔兹（:&))&/9 ;<
=31/>）在 ?%@% 年出版的《人、国家与战争》中提出的。在书中，华尔兹从人性、国家、国际体系三个

“概念”（+*3A&）对战争根源进行了综合分析，从而开创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次分析方法!。?%#%
年，华尔兹发表《国际政治理论》，进一步发展了《人、国家与战争》中的“三概念”，把“人—国家—体

系”的层次分析方法上升为一种“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分析国际关系体系的理

论和方法，成为“结构现实主义”的奠基人。?%B? 年，大卫·辛格（C < D32+E F+)A&.）在《国际关系中的

层次分析问题》一文中详尽地阐发了国际系统和民族国家子系统的理论内涵及其重要性。他把影

响外交政策的影响划分为两大层次：国际体系与民族国家。其中，国际体系层次是最广泛的分析层

次，它将国际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观察国家的全球性行为模式，以及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辛格把这两种分析层次的关系比喻为“鲜花和花园、石块和采石场、树木和树林、房屋和街区、汽车

和交通堵塞、罪犯与犯罪集团、议员与议会”之间的关系［G］。后来，还有的学者提出六个层次的结

构，即决策者个人、决策者角色、政府结构、社会特点、国际关系、世界体系"。

但是，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最常用的分析层次是个人层次（+)E+2+E-31 1&2&1）、民族国家层次（,/3/&
1&2&1）和国际体系层次（,0,/&*+’ 1&2&1）三级。在个人层次上，主要分析政治领袖的领导风格和决策者

的个性特点，以及个人的期望、选择和行动。个人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视角来分

析：人类本性（考察人类的基本特征包括认知、心理、生物等因素）、组织化行为（研究角色行为，即人

们在特定群体中如何行动）、特定个人的行为（分析领导人的个性、生理和精神状况、自尊和抱负、个

人经历、期望等）。第二层次是最普遍的分析层次，注重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对外政策。它处于体

系层次的宏观分析和个人层次的微观分析之间，是一种中观层次的分析，把民族国家及其内部进程

视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国家层次的分析方法主要研究国家在国际社会是如何行动的，

以及如何作出决定。不同的政府类型、不同的政治文化、不同的行为角色对最终的决策都会产生影

响。体系层次的分析强调在全球社会—经济—政治—地理环境中国家和其他国际角色的互动，主

要探讨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31 ’93.3’/&.+,/+’,），包括权威的组成，有哪些行为体，这些行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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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作用的范围和层次等；权力关系（!"#$% %$&’()"*+,)!+），即权力的分配或国际格局，包括极的数

量、权力的集中、权力转换的原因和结果等；经济类型（$-"*".)- !’(($%*+），包括经济相互依赖、自然

资源的分布和使用、发展不平衡等；行为规范（*"%.+ "/ 0$,’1)"%），指被广泛接受的帮助规范行为体

行为的准则和价值，从而使体系有一定程度的可预见性［2］（!!324 5 678）。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无论是传统学派汉斯·摩根索（9’*+ :"%;$*(,’<）、雷蒙·阿隆（=’>."*?
@%"*）等，还是科学学派的卡尔·多伊奇（A’%& B$<(+-,）、莫顿·卡普兰（:"%("* A’!&’*），在他们的作品

中都广泛运用这种层次分析方法。当然，随着国际关系理论本身的发展，特别是 7C 世纪 DC 年代

“行为主义学派”的兴起，这种层次分析更加细化，出现一些中介性的分析单位和行为角色，正如美

国两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个人被分解成自我、遗传基质、超我、角色等若干子单位；

国家被分解成集团、阶级、党派、群体、组织、混杂团伙等等；国际体系被分解成为地区、选举集团、跨

国运动或社团、国际组织、国际主义或革命性政党以及各种运动、跨国公司等等［8］（!326）。

对国际关系的不同看法和结论基于不同的价值取向，这样的取向主要有：理想主义、现实主义、

科学行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理想主义（)?$’&)+.）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战结束了欧洲百年和平，也打破了欧洲和

平赖以存在的基础即力量均衡（0’&’*-$ "/ !"#$%）。一战结束后，人们探求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特别是一些学者和决策者继承了自康德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主张建立国际机构，通过国际合

作，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以全球法治限制国家行为。在这些自由理想主义者（&)0$%’& )?$’&)+(+）眼里，

最常用的词汇是正义、道德、法律和国际组织。他们把政治视为“一门出色的管理艺术”，而不是现

实主义所认为的“可行性的艺术”。伍德罗·威尔逊（E""?%"# E)&+"*）无疑是理想主义的最主要代

表。理想主义对世界的主要看法有：人性是善的，通过理性和道德人们可以相互帮助和合作；人们

对他人基本福利的关心使进步成为可能；人类的不良行为是由于不好的制度造成的；战争和国际无

政府状态不是不可避免的，通过加强机构和协议可以减少战争的发生；战争是一个全球问题，需要

集体和多边努力来控制它；通过对所有人的福利和安全的富有同情心的道德关心来改变人性；重新

组织国际社会以便消除那些容易引起战争的制度，国家要改革他们的政治制度，使自治和民主政府

帮助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D］（!!378 5 7D）。

理想主义对国际政治体系的改革方案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主张建立国际机构代替无政府和

均势，通过独立国家的联盟保护弱国免受侵略，这就是集体安全（-"&&$-()1$ +$-<%)(>）；二是强调利用

调解和仲裁这样的法律程序解决争端和避免武装冲突；三是要求各国“化剑为犁”，进行裁军和军备

控制。二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是现实主义，但理想主义仍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影

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理想主义在当代主要表现为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跨国主义和全球主义

等!，特别是跨国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0$%’& )*+()(<()"*’&)+.），前者强调民族

国家之间的机构的协调作用，关注国际法的研究和发展，后者强调通过国际机制（ )*($%*’()"*’&
%$;).$）实现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

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现实主义（%$’&)+.）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斯

（F,<->?)?$+），特别是 6D 世纪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利（G)--"&’ :’-,)’1$&&)）和英国哲学家霍布

斯（F,".’+ 9"00$+）。现实主义的研究取向是一种规范性研究方法，其核心概念有两个：权力和利

益，并且视权力为政治的核心，视利益为国家的目标。现实主义把政治视为“为权力而进行的斗

!理想主义的当代表现、与威尔逊理想主义的关系、对现实主义的批评等，可参阅 H,’%&$+ E3 A$;&$>，I% 3，F,$ G$"&)0$%’& H,’&J
&$*;$ (" =$’&)+( F,$"%)$+ "/ E"%&? K"&)()-+：@* L*(%"?<-()"*，)* A$;&$>，$?3，H"*(%"1$%+)$+ )* L*($%*’()"*’& =$&’()"*+ F,$"%>：=$’&)+. ’*?
(,$ G$"&)0$%’& H,’&&$*;$［:］，G$# M"%N：O( :’%()*，64483



争”，其经典表述是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所阐明的“现实主义六原则”!。现实主义把国家

视为国际关系惟一的最重要的行为体，把国家设想成单一的主体，追求民族利益这一成不变的目

标，而不管他们的政府形式和经济类型的差别，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现实主义

强调的是对外交史的研究，即研究各国政府对外活动。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爱德华·卡尔

（!"#$%" &’ ($%%）、汉斯·摩根索（&$)* +,%-$)./$0）、阿诺德·沃尔弗斯（1%),2" 3,245%*）、乔治·凯南

（65,%-5 75))$)）等。作为国际关系的一种研究方法，现实主义的优点是有助于我们解释国家之间

的战争和冲突行为，但对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行为却缺乏有力和足够的说明，而这正是理想

主义 8自由主义的突出贡献。面对越来越多的批评，一些学者开始对现实主义进行修正，称为新现

实主义（)5,%5$29*:）。其中最著名的是肯尼思·华尔兹（75))5./ ;’ 3$2.<），在《国际政治理论》（=>?>
年）中他提出权力的结构而非权力本身是解释国际关系的关键，权力不是国家的最终目标，追求权

力也不是人的本性，国家追求权力只是一种生存手段，因此新现实主义又称为“结构现实主义”

（*.%0@.0%$2 %5$29*:）。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是西方学者研究国际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或立足点。两者的哲学基础和

思想内容代表着两种思考方法和方向。“如果说现实主义是对理想主义未能控制纳粹德国的反动，

跨国主义则是对过分强调强权政治和追求权力最大化的反动。”［?］（A’ BC）冷战结束后，许多西方学

者试图在两者之间进行某种折衷，但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更多的依然是理想主义成分还是现

实主义成分。

科学行为主义（*@95).949@ D5/$E9,%9*:）为我们研究国际关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科学行为

主义建立在心理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基础上，即认为有机体或其他各种组织的所有行为都是有规律

的、可观察的、可计量的，甚至是可重复的。科学行为主义学者认为政治是由人们的行为所说明的，

主张利用行为科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的成果和方法对人类的行为进行系统的、

综合的考察。他们反对把人从政治上分为善的或恶的、冲突的或合作的、谨慎的或冒险的，相反，他

们认为个人和集团的行为总是摇摆不定的。据此，卡尔·多伊奇（7$%2 3’ F50.*@/）、莫顿·卡普兰

（+,%.,) 1’ 7$A2$)）、詹姆士·罗森诺（G$:5* ;’ H,*5)$0）、布鲁斯·鲁塞特（I%0@5 +’ H0**5..）、戴维·辛

格（F$E9" G ’ J9)-5%）等学者主张国际关系研究应该注重研究人和组织的行为，并使之计量化，从而实

现国际关系研究由主观定性到科学量化的转变。科学行为主义强调通过观察进行归纳，重视定量

分析，建立模型，进行价值中立的纯学术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国际关系“科学化”。可见，科学行

为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的贡献主要是方法论（:5./,",2,-9@$2）意义上的，而不是理论上的（ ./5,%5.9K
@$2）。

马克思主义虽然不是西方国际关系分析的主流学派，但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却是最为深远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一切社会的前提，经济关系是我们理解一切社会与政治关系包括国际关系

的基础，阶级和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资本扩张的本性、对资本

家惟利是图的本质、对资产阶级的虚伪性和帝国主义的扩张性的透彻分析，揭示了战争、不平等的

必然性和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因而成为当代西方激进派（%$"9@$2*）的主要思想来源。激进派对

资本主义和强权政治持一种批评态度，主张对国际社会进行改造，使之更加合理、公正和平等。

!这六项原则是：确信政治是由植根于人性的客观法则所支配的，要以此为出发点来构建理论；是权力规定了国家利益，应把
人的动机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排除在外交战略之外；政治的本质是以利益为基础的权力斗争；不能把普遍的道德原则与具体
的政治现实混同起来；不能把特定国家的道德愿望与支配全世界的道德法则混为一谈；政治权力是独立的，要尊重和认识
政治领域的独特性。&$)* +,%-5)./$0，L,29.9@* 1:,)- ;$.9,)*：M/5 J.%0--25 4,% L,#5% $)" L5$@5［+］，7),A4，=>?N ’



三、意 义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卡尔·多伊奇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研究国际关系就等于探求人类

的生存之道”［!］（"#$）。研究国际关系，至少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第一，国际安全（%&’()&*’%+&*, -(./)%’0）。安全是个人的基本需要，也是国家的根本利益和生存发

展的前提。安全问题，包括国际安全、地区安全、国家安全、人民安全，始终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

核心课题。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就是直接从思考如何防止战争，维护国际安全中产生的。几百年来，

人们提出了各种安全思想和安全理论，如均势理论、集体安全、安全困境、威慑理论，最近 12 年来，

人们又发展出机制理论、合作安全、综合安全等概念和理论。在全球化、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当今世

界，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新的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安全研究的重要

性更加突出。

第二，世界发展（3+),4 4(5(,+"6(&’）。如果说安全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前提，那么发展可以说是国

际社会的长远目标和持久动力。自 12 世纪 72 年代以来，各国越来越意识到国际关系中的根本问

题是发展问题，而发展问题又不是单纯的单个国家的事务，而是关系到所有国家的全球问题。在经

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时代，发展中国家离不开发达国家，因为后者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

力，是资金、技术、市场的主要提供者；发达国家也离不开发展中国家，因为后者为前者提供了原料、

能源、劳动力。国际关系学者一直致力于探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安全与发展的共生。正如前文提

到的，国际安全研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已成为国际关系学的两大基本领域。

第三，人权关注（8/6*& )%98’- .+&.()&-）。人权在国际关系领域是一个流行词语，二战后受到国

际关系学者的关注。12 世纪 72 年代末开始，人权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冷战结束

后，人权更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争论焦点和冲突因素之一。国际关系研究表明，人权不是西方国家的

专利。在人权问题“国际化”的今天，面对西方国家提出的人权标准和“人权高于主权”观念，面对美

国加紧推行人权外交，如何提出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人权标准，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权和主权之

间的关系，这些问题需要国际关系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作出回答。这既是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需

要，更是中国外交实践的需要。

第四，全球沟通（9,+:*, .+66/&%.*’%+&）。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更是一个充满多样化的世界。

制度、文化、观念、利益的多样和权力、财富、地位、目标的差距必然会形成矛盾和冲突，解决这些矛

盾和冲突的基本前提是进行沟通。这种沟通既有政治上的，更有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国际关系研

究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多样和差距的根源，寻求这些矛盾和冲突的解决之道。研究是为了沟通，沟

通是为了理解，理解是为了解决。

第五，中国崛起（’8( ;8%&*’- )%-%&9）。中国持续 12 多年的高速发展已引起世界的瞩目和重视。

122$ 年是中国的“国际组织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主办亚太经合组织年会、成立上海合作组织、

成功申办 122! 年奥运会、顺利打进 1221 年世界杯足球赛，这些都表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正以前

所未有的规模、速度和心态对外开放，寻求与世界融为一体。崛起的中国如何与周边国家相处、与

世界共荣？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把一个致力于和平和发展的中国客观地介绍给各

国人民，同时把一个真实的世界和复杂的国际关系完整地介绍给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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