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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一行9人去哈萨克斯坦观摩哈总统大选并进行为期两周的田野调查,对比2018年12月

类似的田野调查,同学们已经超越了政治学或国际关系的单一视角,真正基于在交叉学科方法

论指引下的问题意识进行很多将区域国别作为本体的“真”研究。

总而言之,中国正处于民族伟大复兴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关键节点上,区域国别

学的发展因此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这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区域国别研究从业者

的历史使命。避免前述两种异化,克服两条鄙视链,解决区域国别学发展的三大问题,探索学

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新范式,理应成为我们的政治自觉、学理自觉、实践自觉和文化自觉。

作者单位:杨成,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上海市,201620)

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中理论创新的思考

朱 锋

  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在中国高校全面落地和启动,需要解决四大领域内的问题。它

们分别是:专业门类清晰化与二级学科设置、跨学科与多学科的人才培养体制、系统化的课程

体系以及规范化和科学化的学科理论。我这里侧重就区域国别学的学科理论建设谈一点个人

思考。

区域国别学的学科理论应该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区域国别学基本的研究方法,或者说

学科方法论;二是区域国别学的基础性、框架性的学科理论;三是区域国别学学科理论的建设

和发展路径依赖与方向选择。近年来,我在参与中国国内的区域国别学建设大讨论中,始终在

强烈呼吁国际关系学科应该成为该学科落地的牵头专业、牵头学科。我这么做的原因有三个

方面。

首先,区域国别研究是国家对外政策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核心问题之一。这要求

中国高等教育体系要做好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工作、分析工作、把脉工作。政策需要和战略需求

使得区域国别学的本质是社会科学,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判断和掌握国家间多层次、复杂的关

系互动。从学科门类来看,人类学、历史学以及外语等都是人文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不

仅学科范式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研究路径都有很大的区别。区域国别学要响应国家政策发

展重大战略需求,一定要落实在社会科学的学科门类之内。这也是我多年从事国际关系研究

的切身体会。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和人文科学的方法论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社会科学研究尤其

需要田野考察等具体和深入的实证研究。

其次,为什么国际关系学科要牵头? 刚才很多专家都谈到一个问题,国际关系研究在国内

现有的局限性。但这些局限性的根源在哪里? 能不能因为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建设而得到

带动来进一步解决和成长? 我认为,从师资力量到专业团队、到研究机构都要进一步反思如何

成长壮大。国际关系学科的成长和壮大离不开国内高校中的资源分配、话语环境以及政治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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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的各种限制,不仅是国际关系学科,各种学科体系都处在转型和成长的过程中。中国的国际

关系学科需要在现有的话语环境、政策环境下,在通过壮大研究力量和不断追求更高学术标准

的同时,在区域国别学建设的进程中把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推向新的高度。
最后,多学科、跨学科的融合协同确实非常需要,但各个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学科都在努力

希望自己主导,区域国别学建设的方向和路径都会难以避免地出现模糊化。区域国别学的本

质是社会科学,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共识;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有共识的方法论、有共识

的学科理论,确实可以跨越不同的专业领域,强调共性的研究方法、理论体系。
区域国别学的理论体系究竟如何建设和推进? 我们可以在不断凝聚学术界共识的基础上

共同努力。我个人认为,区域国别学的理论体系需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基础性、专业性的核心要

素。这分别是国家主义、社群主义、发展主义和文化主义。
“国家主义”是区域国别学理论的中心环节,它强调的是我们对区域国别学的理论思考和

创立必须立足于国际体系今后依然是“国家中心主义体系”的基本特征,在坚定和清晰地维护

中国利益和中国战略的同时,着眼于国家间无法分离和弱化的竞争关系、共存关系和互利关

系,来探讨和研究区域国别学的理论建构。“社群主义”是着眼于当前世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基本特性,以国与国关系作为研究重点的同时,深入探讨和研究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交往与

互动,抓住社会、民间、企业和经贸、文化与宗教等方面的关系互动模式,来拓展区域国别研究

的深度。“发展主义”是立足于安全与发展已经不可分离的21世纪世界政治的新特点,分析和

总结国别与区域层次上不同行为体的政策与战略选择的特性,同时细致研究导致这些特性的

“发展因素”。“文化主义”同样也是区域国别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要支柱,但社会科学中的文化

主义,并不是简单地从宗教、信仰、传统文化来分析其对国家行为和政策制定的影响,更重要的

是从观念、认知、规范与行为习惯等视角来分析其文化因素的作用力。

作者单位:朱锋,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江苏省南京市,210023)

(责任编辑 徐楷森 朱路遥)

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