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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５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
研时强调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

主的知识体系。”作为国际关系学的一个新兴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于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首先兴起于西方，随后不久就引入到中国。而中国改革
开放的进程产生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内生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在中国的深厚土壤则有利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因此，

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起步就不是对西方知识体系的简单移植，

而是扎根于中国大地。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进程中，进一步推动

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无疑是中国国

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重要使命。本刊约请９位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多维
度的讨论。我们期待这组笔谈文章能激发学界对如何构建中国国际政治

经济学知识体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缘起

宋新宁


　　政治经济学从重商主义开始，在经历了近３００年的发展之后，又有过半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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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消匿时期，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重新复兴。政治经济学引入国际问题研

究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苏珊·斯特兰奇１９７０年发表的 《国际经济学与国际关

系学：一个彼此忽视的例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ａｓｅｏｆＭｕｔｕａｌＮｅｇｌｅｃｔ）一文为开端。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缘起，是从两

个路径展开的：一是引进和借鉴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二是中国大学公共政治理

论课的建设。前者大家比较清楚，后者过去谈论的不多。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引进和借鉴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就

开始了。１９８１年，《世界经济与政治》就发表过介绍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论

文。陈汉文的 《在国际舞台上》（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倪世雄和金应忠

主编的 《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 （学林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都系统介

绍了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８０年代后期，《国外社会科学》《国外社会科学

文摘》等杂志发表了介绍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文章。布鲁诺·弗

雷的 《国际政治经济学》（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罗伯特·吉尔平的 《国际关

系的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苏珊·斯特兰奇的 《国家与市

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罗伯特·基欧汉和约

瑟夫·奈的 《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版）、罗伯特·吉尔平的 《战争与世界政治的变革》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版）等著作，都是在８０年代后期和９０年代初翻译出版的。中国人民大

学举办的中美国际关系教师讲习班从１９９２年起，先后邀请了包括史蒂芬·克拉

斯纳 （ＳｔｅｐｈｅｎＫｒａｓｎｅｒ）、约翰·奥戴尔 （ＪｏｈｎＯｄｅｌｌ）、邓肯·施耐德 （Ｄｕｎｃａｎ

Ｓｎｉｄａｌ）、托马斯·比尔斯戴克 （ＴｈｏｍａｓＢｉｅｒｓｔｅｋｅｒ）、斯蒂芬·哈格德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ａｇｇａｒｄ）在内的一批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大咖来华讲学。

中国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这个路径，起始于８０年代中期。１９８５年中共中央

政治局发出了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指出在大学的政治

理论课中 “应向学生介绍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状况，国际关系的基础知识，

帮助学生开阔视野，使他们在对外开放的环境下有坚定的立场和较强的适应能

力。”据此，中国的高等院校普遍开设了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等课

程。同年，教育部思想政治教育司成立了公共课指导委员会，负责编写教学大纲

和教学要点。笔者参加了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教学大纲和教学要

点的编写工作，其他的参与者还有北京大学的张汉清教授、梁守德教授、中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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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大学的卢汉章教授、北京师范学院的王朝文教授等。在教学大纲和教学要点

的编写过程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将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三者

融合在一起，对此始终没有一个定论。最终的教学要点就是三部分的拼装，即

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和战后国际关系史。１９８６年，中国人民大学受北京市委

宣传部的委托，编写了第一部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教材 （北京师范学

院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由杜厚文和冯特君主编。此后，国内先后出版了一大批

《当代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公共课教材。教育部也组织编写了由梁守

德和冯特君主编的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概论》统编教材 （高等教

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在此期间，笔者一直考虑是否可以将国际政治经济学作

为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课程的主线，并在北京大学１９９１年夏天

举办的 《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国际会议上，提交了

《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挑战·困境·出路》的论文，其基本思路就是

按照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的公共政治理论课建构的，例如，文

章提出迫切需要研究的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理论问题主要包括：东西方关系的政

治经济及其相互作用；南北关系的政治经济及其相互作用；垄断资本主义国家

之间相互关系中的政治经济；社会主义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政治经济；第三世界

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政治经济；跨国政治与跨国组织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作用问

题；国际政治经济与全球问题。① 这些问题，都是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重

要问题。

１９９１年秋，笔者离开了教学指导委员会，去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做研

究学者，主攻的就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英国进修期间我进一步意识到，国际政

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应该成为中国高校公共政治理论

课的一条主线，或指导思想，否则只讲国际形势，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呢？１９９２年回国后，我向教学指导委员会提出了我的看法，并编写了初步的

《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的大纲。当时指导委员会的梁守德教授、冯特君教授等

都很赞成和支持我的意见。但是大家又觉得在实践中不可行，因为按照当时的情

形，把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这门公共政治理论课的主线，只有人大、

北大、复旦能做到，其他学校没有相应的师资，同时，又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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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这门公共政治理论课重叠。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率先开始了国际

政治经济学的专业课建设，并于１９９３年秋季正式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开

设了 《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

１９９８年，教育部将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课程改为 《当代世界

经济与政治》，并且作为选修而非必修课。笔者以为，把国际政治经济学融入公

共政治理论课的机会又来了，先后在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０年发表了两篇文章，《国际

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研究的新领域》（《国际论坛》１９９９年第二期）和 《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２

期），并明确提出，“作为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课程，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完整性和指导性，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现实紧

密结合起来，是进行该课程教学所面临的重要课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建立系统、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程的可

行之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作为贯穿于当代世界经

济与政治教学的基本理论线索，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基本方法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准确地把握当前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格局发展的

基本脉络，分析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在战后，特别是冷战后加速改革的内在动

因，了解各种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行为主体和角色的行为和互动关系，从而洞察

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同时，这也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内容，

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① 当然，我的论辩还是没有得到积极的

响应。

尽管如此，笔者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教材编写上仍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

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１９９９年，笔者和陈岳教授合著的 《国际政治

经济学概论 （第１版）》（以下简称 《概论》）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复旦大学樊勇明教授对该书的特色给予了如下评价：“很明显，《概论》对国际

关系中政治经济互动的理解和阐述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经济相互关系的论述

为基础和起点的。无论是从整体布局还是具体的论述，从标题到内容都非常严格

地遵循了这一点。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上， 《概

论》确实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篇的视角是对国际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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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析。这也许是 《概论》的作者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体

系所作的一种探索和努力吧。”①

应该说，中国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程的建设，对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

展还是具有重要作用的，至少对激发笔者本人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趣起了重大

作用。也正是２０多年的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以及后来 《当代世界

经济与政治》的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培养了一大批从事该领域教学和研究的

有生力量，为后来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普及奠定了一定基础。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化与

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王正毅


　　在自主构建一门学科知识体系的过程中，通常有两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一是

学科知识体系的来源和创新，二是学科的制度化。如果基于这两个标准来评价国

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过去４０多年的发展，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伴随着中国改革

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过去４０多年在中国学术

界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关于国际政

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其知识体系的来源和创新，国内外已

有大量文章进行了总结，本文不再赘述。作为这一学科建设和发展的亲历者，回

顾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４０多年的发展历程，笔者认为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不能

忽视，就是这门学科在中国大学系统的制度化问题。如果知识体系的来源和内容

的创新可以通过学者个体发表论文或著作完成，学科的制度化则不可能由单个学

者所能完成，只有通过机构甚至国家才能完成学科制度化。如果没有学科的制度

化，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就容易沦为一句空话。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过去４０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如果从自主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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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流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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