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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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正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的制度化来看，有四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不容忽视：一是专业课程设定；二是学科

学位点建设；三是自主教材建设；四是学术共同体建设。

一是专业课程设定。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最为重

要的是一件事就是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在教育部审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

将 《国际政治经济学》列为国际政治和外交学专业的主干基础课程。将 《国际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列入相关专业的主干基础课程，这是学科制

度化最为重要的一步。在此前的全国高等院校的所有本科生基础教育中，有一门

所有专业的必修课程——— 《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将 《国际政治经济学》

作为一门与之不同的课程，不仅涉及学科知识体系的来源和内容的创新，也关系

到相关专业建设的变革。虽然我们今天无法确认哪些学者是具体的推动者，但从

诸多学者的回忆和既有历史资料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北京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这三所大学的国际政治系在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都对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所讲授的国际政治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

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欧美资本主义）内容进行了调整，以回应冷战的结束、

国际秩序的变革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比如，宋新宁教授自１９９３年起

就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开设了 《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课程。多年之后，

在政治学类专业教育中，北京大学王正毅教授主持的本科生课程 《国际政治经

济学》于２００８年被评为 “国家级精品课程”和 “北京市精品课程”，并于２０２３

年入选第二批 “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复旦大学张建新教授主持的本科生课程

《国际政治经济学》于２０１５年被评为 “上海市精品课程”；中国政法大学任洪生

教授主持的本科生课程 《国际政治经济学》 （线上线下混合式）于２０２３年入选

第二批 “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根据统计，在２０２１年和２０２３年教育部公布的

两批入选 “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的名单中，政治学类共有２１门课程入选，其

中 《国际政治经济学》（线下）和 《国际政治经济学》（线上线下混合式）占２

门。目前 “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学类专业的一门课程，出现在许多大学

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国际事务等专业的课程目

录中。

二是学科学位点建设。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制度化过程中，另

一件重要的事是专业和学位点的设立，这直接关乎到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人才的

培养。２００２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进行专业学科调整，２００３年率先在国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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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设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本科专业，成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系，并获得了硕士学

位授予权，在国际关系专业设立了博士和博士后研究方向，为这门学科在中国的

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制度化基础。随后，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外交学院、中

国社会科学院也先后在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专业中设立国际政治经济学方向，招

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２０１１年，中国人民大学率先获得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

学位授予权，２０１２年北京大学随后也获得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授予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在学部委员张宇燕研究员的推动下走得

更远，２０２２年成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院，为之前按照地区国别设立的研究所的

教学和人才培养提供学科基础。

三是自主教材建设。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制度化过程中，第三

件重要的事是专业教材的编写，这直接涉及自主知识体系内容的创新。从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中期，伴随改革和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国内学术界为了更

好地了解世界，主要从欧美国家翻译和引进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材和著作。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复旦大学的倪世雄、桑玉成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陈德熙等先

生陆续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进行了介绍；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复旦大学的

杨宇光先生翻译了盛行于欧美学术界的ＩＰＥ两本导论性著作———苏珊·斯特兰奇

的 《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 （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和罗

伯特·吉尔平的 《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开始，国内学术界出版了大量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

教材。这些教材的角度不同、重点有别，但对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的创新和广泛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宋新宁教授和陈岳教

授的 《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复旦大学国际

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樊勇明教授的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正毅教授的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

与现实经验研究》 （与张岩贵合著，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版）和朱文莉教授的

《国际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南京大学李滨教授的 《国际

政治经济学：全球视野下的市场与国家》（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对国际关系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也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关注，其标志

性的成果是张宇燕研究员和李增刚教授的 《国际经济政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所有这些，对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以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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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知识体系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飞速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建设也

被纳入国家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规划中。比如，国际政治经济学于２００６年被列

入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王正毅教授的 《国际政治

经济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宋新宁教授和田野教授的 《国际政

治经济学概论 （第二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均被列入其中。

２０１０年，国际政治经济学又被列入教育部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重点教材，由王正毅和李滨任首席专家，邀请北京大学 （朱文莉、董昭华）、中

国人民大学 （田野、保建云）、复旦大学 （张建新）、南京大学 （沈伯平）、外

交学院 （曲博）、北京外国语大学 （杨毅）、中国社会科学院 （钟飞腾）和中央

党校 （熊洁）等组成教材编写组，经过近１１年的努力，最终于２０２１年通过国

家教材委员会的审定，出版了 “马工程”重点教材 《国际政治经济学》（高等教

育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

四是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制度化过程中，第

四件重要的事就是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过程中，学术界主要依靠与国际学术界的合作推进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如北

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的袁明教授１９９１年组织了 “面向２１世纪的挑战：中国国

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国际学术会议，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军人物吉尔平教

授应邀参会，中国人民大学的宋新宁教授提交了 《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挑战·困境·出路》论文。宋新宁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组织了为期八年的 “中

美关系国际研讨班”（１９９０—１９９７年），克拉斯纳、奥德尔、斯奈德等国际政治

经济学者都在研讨班上授课。王正毅教授在任职南开大学时与美国亚洲国际问题

研究促进会 （ＰＩＳＡ）合作组织了为期五年的 “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亚太区域化”

国际合作项目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这些国际学术活动，不仅邀请了国际学术界的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领军学者前来参加，而且也吸引了一大批国内的学者参与其

中。这些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对于拓宽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无疑起了积极的促

进作用，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学者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２０１０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国

际关系学院共同发起 “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这是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共

同体建设的标志性事件。之后，“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每年举办一次，国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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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学院 （２０１１年）、南开大学 （２０１２年）、复旦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 （２０１３

年）、广东外贸外语大学 （２０１４年）、郑州大学 （２０１５年）、青海社会科学院

（２０１６年）、西南财经大学 （２０１７年）、云南民族大学 （２０１８年）、南开大学

（２０１９年）、海南大学 （２０２０年）、宁夏大学 （２０２１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

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国际关系学院 （２０２２年）、新疆大学 （２０２３年）作为年度

论坛主办单位积极参与其中。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的设立标志着国际政治经济学

学术共同体的成立，为学者们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了交流平

台。参与论坛的人员既有来自政治学界的学者，也有来自经济学界的学者，这对

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交叉学科高质量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之所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许有许多

原因可供探究，但这四件大事不但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在中国得以制

度化，而且也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成为可能。

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

内在融合与促进

李　滨

　　国际政治经济学从流派上可以分为三个流派：马克思主义流派、现实主义流

派和自由主义流派。这三大派都有宏观与微观的研究分野，但在微观分野上与比

较政治经济学密不可分。从这一视角看，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相互

联系，相互促进。

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流派的研究集中地反映在两个领域：一是发

展中国家不发达的研究和 （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运动的研究，二是全球资

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研究。① 前者研究集中在世界范围内对被压迫阶级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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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滨，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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