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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集了王逸舟博士最近十年的主要论文。
它们从不同领域的侧面，折射出作者这段时期研究工作的基本方向。
在“全球主义国际关系”的标题下，各篇论作分别探寻了当今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最重要同时又缺乏现
成答案的十几个问题，如霸权和平的形成，传统主权观的变革、国家利益再思考，新安全观的界定、
非传统安全的范围，生态政治观的效用，多边主义的形态、国际组织的价值，公民社会的复杂角色、
个性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国际问题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等等，作为中国当今全球主义国际关系学派的
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王逸舟教授以此书表达出若干新的取向和旨趣，为学术界的争鸣提供了引人入胜
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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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逸舟，1957年生于湖北省武汉市，祖籍河南省巩县（现巩义市）。

　　1964年至1975年在武汉市读完小学和中学，1975年高中毕业后曾作为“知青”到湖北省钟祥县劳
动两年半。
1978年初，作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批大学生进入武汉师范学院（现湖北大学）政教系学习，毕业时
获法学学士学位。
198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列研究系（指导教师苏绍智教授），1984年获法学硕士学位
，1988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同年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

　　1984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先后任马列研究所当代研究室副主任、世界经济与政治
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室主任等职。
现为世经政所副所长、研究员，《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
政治研究系主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迄今为止，曾经到过30国家及地区作学术访问和客座研究；其中，1988年在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作访问学者，199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CFIA）作访问学者，1999年在台湾淡江大学
做访问学者。
80年代后期曾经专攻社会主义国家各种体制的比较，目前个人的研究兴趣是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以及中
国外交和国际战略。
在美国福特基金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支持下，先后组织和领导了《中国与国
际组织：加入与适应的过程》和《中国与非传统安全》两个重大项目的研究。
个人主要专著有：《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外交》（2003年），《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1988
年）、《当代国际政治析论》（1995年）和《匈牙利道路》（1987年）；另外还有《政治与市场》、
《权力精英》、《经济体制》、《政治学概论》等译著。
已发表的其他各类论文、评论、报告、综述等等，逾四百篇、一百五十万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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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小引霸权和平与国际规则国关理论的美国重心主权观念及其制约主权范畴再思考国家利益再思考全球
化时代的分全观金融危机的另一种解读论社会性非传统安全生态政治的独特视野海洋法及其国际关系
公民社会与政府外交个性、心理与国际政治国际组织的进入与磨合多边主义与大国风范国际关系研究
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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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一、国关理论的美国重心    纵观西方国际政治研究本世纪以来的历史进程，人们不难发现，这里
有个始终存在并且发挥巨大影响的“美国重心”。
是美国的威尔逊理想主义，造就了第一阶段的“乌托邦”特征；是摩根索、凯南和基辛格等人的研究
，使其后阶段的西方国际政治学奠定了“权力政治学”的框架和基石，并且把国际政治学与外交政策
结合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是多伊奇、卡普兰和沃尔兹等人的“行为主义的现实主义”研究(以“
信息现实主义”、“系统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等形式出现)，使国际关系
的分析几百年来头一次具有了“科学”的形态；是以基欧汉、奈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美国新自由主义
学者的工作，使全球主义学说从罗马俱乐部的生态分析层面推进深入到国际政治层面并构成后者最重
要的组成部分。
虽然其他的“旁系”多少起着制约作用，美国人的主导地位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没有受到任何
撼动；现在它虽然从巅峰状态下有所下降，仍然处在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高度。
国际政治学在本世纪前叶诞生以后，美国始终拥有范围最广大、实力最雄厚的研究机构(包括大学、研
究所和课题基金)，出版比其他国家更多的国际事务期刊杂志，美国政治家和舆论界的国际事务兴趣似
乎也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的同行更浓厚。
而且，有一个不管人们愿意承认与否的事实是，很多重要的思想和见解，不论是否由美国人首创，总
是经过“美国中心”的阐述和诠释，才形成国际研究界公认的“一家之言”：卡尔的现实主义理论的
种子是在美国生根发芽和茁壮成长的；“文明冲突论”其实很久以前便在世界不同角落有类似的说法
，但只是经过哈佛大学的名教授亨廷顿的传播才“声名远扬”；甚至美国中心论的许多批评者，如罗
伯特·科克斯、罗伯特·沃克、吉米·乔治，也经常是通过美国的巨大和卓有成效的科学研究网络和
印刷传媒网络，才得以使自己的批判理论广为人知的。
不经过美国的传播(包括在美国发表文章、从事演讲或任教等多种形式)，一个国际政治学家似乎很难
成为真正有世界影响的人物。
此外，在非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在许多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东亚和东南亚)，在非
西方的广大发展中世界，国际关系学术界对世界政治的理论认识往往受到美国中心的强大辐射和影响
，甚至出现了“美国化”的现象。
德国国际政治学家、弗瑞伊大学(Freie University)的克瑞彭道夫(E．Krippendorff)教授，把它称为“美国
帝国主义”的又一种表现形式。
对于任何关注当代国际政治思想史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P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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