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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外交政策的研究长期集中在对各国外交政策的观察和分析方面，现实性和实用性
较强。
而在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还有一个分支专门从决策的视角分析外交政策形成的机制和决策者思维，
被称作外交政策分析，或外交决策学。
研究对象是外交决策者与所处环境之间在不同层次上的互动方式和互动过程，目的是寻求外交决策过
程和影响因素的一般规律。
外交政策分析学起源和发展于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中国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见。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对这一研究领域的现有成果进行概括、梳理和评论。
全书共分七章，其中第2、5、4章是本学科的框架性理论；第5章“前景理论”是本学科的最新理论发
展；第6、7章是对前几章理论模式的具体应用。
对本学科的总体概括体现在第1章和前言与后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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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学科概述第一节 外交政策分析的产生一 研究外交政策的传统视角在国际关系中，行为体互动
的主要表现就是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无论是古代欧洲的城邦国家和中国的春秋战国，还是威斯特伐里亚和约之后所产生的主权国家，都需
要某种形式的对外政策和对外政策研究。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关系作为一个学科正式产生，外交政策就一直是这个学科的重要研究领
域。
以摩根索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二战之后建立了国际关系学科中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现实
主义，并迅速取得主导地位。
这个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学，王逸舟在《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
》一书中对其归纳了七个方面的内容，指出：“从20世纪中叶的美国外交政策学，到今天多数西方国
家的对外政策，贯穿着一条‘利益一权力一平衡’的粗大线条。
”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是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国家对权力的追求源自人的本性和国际社
会的无政府状态。
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学是围绕这一国家动机理论展开的。
 摩根索认为，外交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
它的任务是：第一，根据已拥有的潜在的实力确定国家的目标；第二，评估别国的目标及其为实现这
些目标已拥有的潜力和实力；第三，确定双方的目标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相容；第四，决定和实施适合
于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
基辛格指出，合法秩序的基础不一定是正义，其基本原则是游戏规则为大国所接受，将国际社会变成
一个阿隆（Aron）所说的“同质系统”（homogeneous system）。
因为，在一个异质系统（heterogeneous system）中，革命性力量会挑战现存国际社会并以军备竞赛取
代外交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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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外交政策分析:理论与方法》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重点教材编审委员会审定的系列教材之一。
外交政策分析，又称外交决策学，是对外交决策者与所处研究之间在不同层次上的互动方式和互动过
程的理论探讨，目的是寻求外交决策过程和影响因素的一般规律。
全书共分七章，内容概括：该学科的框架性理论、最新理论发展、理论模式的具体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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