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05年第 5期 JournalofUniversit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 2005 No.5

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构建

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

李 爱 华

(山东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 , 济南 250014)

　　[摘要 ] 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应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和平与发展具有恒久性 、普利

性 、人本性的特征 ,以此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 ,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 ,能够反

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规律 ,能够明确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的价值标准 ,能够形成中国国际

关系学的研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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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门学科的成立 ,都必有其特定的主题 。

这一主题反映该学科的宗旨 ,体现该学科的存在价

值 。它在一门学科中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 ,该学

科的全部内容都应以其为核心和中轴而展开 ,从而

构建成一个科学 、严禁的体系。

中国对国际关系学的研究 ,虽起步较晚 ,但发展

很快 ,已经由原来主要是介绍 、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

论 ,发展到有条件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的新阶

段 。要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 ,就要为其确立一

个合理的主题。

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确立一个主题 ,必须考虑到

它既应符合历史规律又能表明现实状况 ,既具有理

论价值又具有实践意义 ,既反映国际关系的共性又

体现中国参与国际关系活动的特色 。笔者拙见为 ,

这个主题应是 “和平与发展 ”。

和平与发展之所以应当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

主题 ,是因为它具有如下三方面的特征:

(一)恒久性 。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当今时代

的主题 ,它也是全人类一直向往和追求的理想世态 ,

是整个人类社会演化 、进步的基本趋向 。尽管在人

类历史的长河中 ,时常出现争斗 、战乱和危难 、困苦

的景况 ,但致力于消除这些有害于人类生存与发展

的不良现象 ,争取和保持太平盛世 、国富民强则是历

世历代的人们所竭力而为之的 。即使到将来 ,人类

社会没有了阶级统治和剥削 ,没有了民族压迫和奴

役 ,消除了战争 ,摆脱了贫困 ,人类仍然有继续维护

和平 、促进发展的任务。或许那时的和平与发展在

内涵上会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有所不同 ,但它也是

今天和平与发展的必然延续和更新 ,是一脉相承的

社会进步现象 。

(二)普利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哪一个国

家的良好愿望 ,而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目标要求。

和平与发展也不只是对哪一个国家有好处 ,而是普

遍有利于世界所有国家 。虽然有的国家对外推行霸

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造成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威

胁 ,但是它们也不可能完全反对和否定和平与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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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反对和否定和平与发展对这些国家也是没有好

处的。只不过 ,它们对和平与发展的理解具有片面

性 ,只考虑自己的和平与发展 ,而不顾及甚至损害他

国的和平与发展 。所以 ,必须反对这种霸权主义的

和平与发展观 ,树立公正 、合理 、平等 、互利的和平与

发展观 ,真正体现和平与发展的普利性本质。

(三)人本性 。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着眼于国

际社会的需要 ,而更重要的是为了人自身的生存 、发

展与完善。任何社会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以人为本

的 ,国际政治活动也不例外 。马克思主义就是把实

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奋斗目标的。中共十六大报告

明确指出:“维护和平 ,促进发展 ,事关各国人民的

福祉 ,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

潮流 。”
[ 1]
这是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人本性特

征所作的深刻揭示 。人的生存 、发展与完善任何时

候也离不开政治和平 、经济发展这两个基本条件 。

以和平与发展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 ,就给这

门学科注入了人性化的理论品质 ,使之真正奠定在

以人为本的精神基础上。

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

系 ,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 ,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 。

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 ,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

为指导 ,这是无须论证的必然要求。而要做到以马

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就应当揭示和把握住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 。

马克思主义理论 ,从现实目的上来说 ,它为各国

无产阶级和所有劳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争取翻身

解放 ,以及反对外来侵略和殖民统治 、争取民族独立

统一提供了思想武器;而从未来目的上来说 ,它为全

人类彻底摆脱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压迫 、经

济剥削 、精神控制等各种束缚因素 ,实现从必然王国

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奠定了理论基础。现实目的和未

来目的是统一的 ,现实目的服务于未来目的 ,未来目

的引导现实目的 。无论从哪一层目的上来说 ,都体

现了和平与发展的要求。

无产阶级革命虽然不可能离开暴力 ,但这种暴

力本身不是目的 ,不是对和平与发展的破坏;恰恰相

反 ,以革命暴力来摧毁反动暴力 ,是争取真正和平与

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剥削阶级统治下 ,不会有真正

的和平 ,所有的只能是殖民扩张和强权掠夺 ,因而不

可避免地会引发这样那样的战争 。只有通过无产阶

级革命消灭剥削阶级的统治 ,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

民主 、平等 、自由的权利 ,才能为真正的和平奠定社

会基础;只有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 , 才能有

“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

觉的合作 ”。
[ 2] (P.269)

无产阶级革命也为经济发展开

辟新的道路 ,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桎

梏 ,从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最终实现

全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富裕。所以 ,无产阶

级革命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和平与发展。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

料 ,人们将真正成为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人 ,人们自己

的社会行动的规律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 ,人们

就能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从而实现由

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这也就是马克思和恩

格斯所说的 ,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

发展的条件”这样一种新的联合体。
[ 3] (P.294)

到那时 ,

同 “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 ”相对立 , “这个

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 ”;
[ 4] (P.19)

到那时 , “随

着个人的全面发展 ,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 ,而集

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 ”。
[ 5] (P.305)

在未来的

自由王国即共产主义社会里 ,和平与发展将会得到

充分展现 。

可见 ,和平与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

点 ,也是其落脚点。

第二 ,能够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规律。

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 ,必须反映国际关系

演化发展的规律 ,否则 ,这种研究就是支离破碎的 ,

甚至是脱离实际的 。

笔者认为 ,自古至今 ,国际关系演化的历史就是

人类不断争取和平与发展的历史 。我国学者丛凤辉

女士曾作过《和平颂歌》 ,其中前两句为:“翻开人类

史册 ,和平与发展是历史长歌的主旋律 。”
[ 6]
我对这

一说法非常赞赏。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发展历史

2



的儒学 ,就是以 “仁 ”、“和 ”思想为核心的 。 《论语 》

曰:“礼之用 ,和为贵 。”《中庸 》曰:“致中和 ,天地位

焉 ,万物育焉。”因此 ,在对外关系上 ,就应 “协和万

邦 ”, “修文德以来之”。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 ,赞美

和追求 “和”的思想亦十分突出 。柏拉图认为 ,人类

至善的境界就是 “和 ”、“合 ”。他所设想的 “理想

国 ”就是不同等级的人既分工又合作 , “使所有的琴

弦都和谐一致 ”。亚里士多德主张 ,中庸致和是美

德的特性 ,最能长治久安的国家形式是共和政体 。

至近代 ,随着国家对外交往的扩大 , 相互联系的加

强 ,规范国家行为以求 “和平”促 “发展”的国际法应

运而生 。 1625年格老秀斯作《战争与和平法 》,为近

代国际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指出:人们要以最

大努力防止战争 ,即便是各国为了自卫自救在必要

时而不得不使用武力 ,也必须遵守共同的权利和人

道主义原则 。战争的目标是缔结和约 ,造成并维持

国际和平。 1648年缔结的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确

立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 ,并开创了以国际会议的

形式通过和谈来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 。特别是

1945年联合国建立并制定了《联合国宪章》 ,标志着

国际法趋于成熟。 《联合国宪章 》确立了维护国际

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进行国际合

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 、社会 、文化和人道主义性质的

问题 ,并促进对于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等项宗旨 ,

还规定了各国参与国际关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从

而把人类社会推进到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阶段 。尽

管近代以来国际法中的许多规则主要是大国纷争的

产物 ,在实践中也常常受到强权国家的破坏 ,但世界

各国所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在维护和平 、促进发展方

面仍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

当然 ,不可否认 ,在人类历史上也充斥着战争和

暴乱 ,使人类陷入互相残杀 、极端困苦的境地 ,但这

不是人类所希求的现象 ,而恰恰是人类致力于避免

和消除的东西 。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

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
[ 7] (P.149)

痛

定思痛 ,人类每经历一次战争蹂躏和灾荒折磨 ,就使

自己变得更聪明一些 。他们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探

寻新的改良措施 ,由此便更好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和

平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因此说 ,人类社会的历史就

是以人类不断争取和平与发展的业绩而谱就的 ,而

国际关系的演化史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 。

第三 ,能够明确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的价值

标准 。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各种国际关系现象层

出不穷 ,而且纷繁复杂。尤其是近代以来 ,随着国际

社会的正式形成 ,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愈益加强 ,需要

各国共同参与解决的国际事务愈益增多 ,上述状况就

更加突出。对诸多的国际关系现象如何去认识 ,采取

怎样的态度来对待 ,需要确立一个统一的合理的价值

标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标准 ,就会是非难辨 ,无所

适从。笔者认为 ,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任务 ,就是要为

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确立这样一个标准 ,以抑恶扬

善 ,促进人类社会朝着进步的方面发展。

在国际关系的演化发展中 ,战争 、媾和 、谈判 、斡

旋 、联盟 、分裂 、合作 、冷战 、建交 、绝交等等这些现

象 ,往往都表现出多种目的和多重意义 ,因而不能仅

仅从一时的成败来评判这些问题 ,也不能仅仅从阶

级的眼光来分析这些问题 ,更不能任由各个国家从

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出发而随意解释并为所欲为 ,超

越时空狭隘限界的认识标准就应当是和平与发展。

凡是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现象 ,就应当给予肯

定和支持 ,反之 ,就要坚决反对。在当代世界中 ,除

了上述各种传统的国际关系现象之外 ,还出现了一

些新的国际关系现象 ,诸如人权外交 、人道主义干

涉 、国际恐怖主义 、维和行动等等 ,对此 ,也应纳入和

平与发展的轨道上来加以评判 。此外 ,随着经济全

球化趋势的加强 ,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分

量日益增强 ,使许多国际关系争端带有了经济的目

的性和色彩 ,而许多国际关系争端的解决也有赖于

经济手段 ,如因政见不同而引发经济制裁或经济报

复 ,利用经济援助或经济合作迫使他国进行政治变

革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只能在是否有利于世

界和平与发展的价值标准上 ,才能做出公正的定论 ,

也才能合理地加以解决 。

发展离不开和平 ,和平有赖于发展。以和平与

发展为价值标准来透析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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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使各种国际关系现象得到正确的解读。

第四 ,能够形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特色。

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产生 ,公认是起

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两国各自开始设立专门的

国际关系学术研究机构 ,并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理论

观点 ,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想体系。此后 ,国际关系

学一直是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学说为主导的。

西方国际关系学虽然也学派林立 ,各学派之间

也有着这样那样的分歧并进行激烈的论战 ,但它们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利益

需要 ,因而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大国强权霸权的色彩 。

尽管有的学派以崇尚和平的面目出现 ,如理想主义 ,

但它的大国强权的气息仍然是很浓重的。威尔逊为

安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而提出的 “十四

点计划 ”,就是理想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阐述 ,

“就是在这个最显得正义的理论后面 ,反映出它是

为一定的国家利益服务的虚伪性。 ……威尔逊认

为 ,在战争中 ,美国支持了世界 ,在战后 ,世界就应当

听美国指挥 。”
[ 8] (P.84)

也有的学派以强调研究方法的

科学性而见长 ,如科学行为主义 ,但其为西方大国利

益服务的理论实质与其它学派并无二致。还有的学

派以讨论世界文明的进步为标榜 ,如文明冲突论 ,但

其为美国的霸权主义作辩解并寻找新的理论支撑点

的目的昭然若揭 。

这样说 ,决不是想全盘否定西方国际关系学 ,也

无意抹杀西方国际关系学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方

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而只是想说 ,我们不能简单地搬

用西方国际关系学 ,简单地搬用 ,不符合我国社会制

度和对外战略目标的要求 。我们可以借鉴 、吸收西

方国际关系学中的好的东西 ,但必须形成我们自己

的研究格调 ,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体系。

笔者认为 ,中国国际关系学与西方国际关系学

之根本区别 ,就在于是否以和平与发展为宗旨。中

共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 ,是维护

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 。我们愿同各国人民一道 ,

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
[ 1]
这里所

说的和平 ,是指全世界的普遍和平 ,而不是指某一两

个国家的绝对安全;是指世界各国平等的和平共处 、

友好往来 ,而不是指在一两个霸权主义国家控制下

的非战状态。这里所说的发展 ,是指世界各国在互

利基础上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 ,首

先是指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 、走向富裕的

问题 ,而不是指少数国家如何处心积虑地维持自己

的发达地位 、使富者愈富的问题 。以这样的和平与

发展为主题 、为宗旨来构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 ,充分

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一致性 ,这

样才能适应国际关系进步 、发展的规律和趋势 ,真正

发挥其积极的有益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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