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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助于推进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和整体进
步 学术发展史表明，理论范式间的竞争对一门学科的理论研究的整体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没有理论范式的多样化，没有各种理论范式之间在学理层面上平等的对话、深入的辩难，要想取得理
论研究的整体和实质性的进步，是根本不可能的。
 就当今国际关系学界特别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而言，广为流传并起主导作用的是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特
别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
一些美国学者甚至直言：“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不少中国学者则提出了国际关系
理论领域的“美国霸权”问题，并呼吁予以纠正。
虽然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种状况的出现也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但无论
如何，任由这种状况存在，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特别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和整体进
步并不有利。
 应当承认，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其主流理论包含有许多合理的成分，否认或忽视这一点，并因此
而排斥对这些理论的研究和借鉴，不是起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但在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自身无法克服的
缺陷，即使是广大受追捧的主流理论也是如此。
这可以从不同理论群的内部争论和外部批判、从它们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中很明显地看出来。
否认这一点，同样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其主流理论存在的种种缺陷，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整体发展提供了可能与
空间。
因此，运用正确的方法，系统而深入地剖析这些理论，弥补其缺陷，矫正其错误，是推动国际关系理
论研究的整体发展进而实现国际关系学科的整体进步的基本前提。
在这方面，尽管欧美国际关系理论不同范式问的争论和批判——特别是非主流理论对主流理论的深刻
质疑和严厉批判——可以起到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主流理论在激烈论战之后日益趋同的现象
，主流理论与非主流理论的对话在短暂勃兴之后的式微，使得人们必须寻找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整
体发展、国际关系学科整体进步的更具持久性的动力。
在本文看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可以担当这一角色。
形成这一判断的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解释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已经产生的巨
大影响力。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尽管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的预见性和实践过程中存在许多缺陷和失误”，尽
管“20世纪末的历史多次否认了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抽象认识”，但“马克思主义仍然表现出强大的
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解释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研究>>

编辑推荐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