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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赵立新编著的《当代东亚民族主义与国家间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韩日民族主义的冲突与整合》
针对东北亚区域政治、经济发展变化和区域国际合作的现实状况，区域国际合作理论研究应紧密结合
新时期我国国家发展战略，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紧紧围绕中朝韩日经济发展与东北亚地区国
际合作的重大现实问题开展创新性的理论研究，这既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需要，也是新时期提升我国
对外开放水平，提高开放程度的战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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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立新，男，满族，1968年生，吉林省大安市人。
1990年7月毕业于延边大学政治系，获法学学士学位；2005年7月获延边大学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法学
硕士学位；2012年7月获延边大学世界史专业历史学博士学位。
    现任延边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民族主义、朝鲜半岛问题和东北亚各国关系。
近年来，先后主持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当代东亚民族主义与国家间关系》、吉林省教
育厅重点基地项目《推进中朝韩日文化交流》等。
在国内外发表《东亚民族主义冲突的文化根源》（《东疆学刊》）、《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深层障碍》
（《东北亚论坛》）、《当代东亚民族主义与国民意识的塑造》（韩国《国际地域论丛》）等论文2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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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六节 研究方法、创新和突破　　一研究方法　　本书主要是定性研究、演绎与归纳相结合，为
了论证需要也运用一些图表。
着重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分析近代以来东亚民族主义的根源和本质，同时也阐明了地缘政治因素在
当代东亚民族主义生成中的作用。
在研究中，肯定了东亚民族主义的历史作用，也强调了当代东亚民族主义的正当性，但重点在于论证
民族主义给东亚国家间关系和地区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探讨东亚民族主义整合的必要性、可能性和
前景。
　　采用多学科综合研究，包括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经济学、文化学和心理学方法等。
在研究中首先从历史学研究的要求和目的出发，按照历史学的方法把握东亚民族主义产生、发展的脉
络，然后结合近代以来世界体系的变迁和世界范围内三次民族主义的浪潮，揭示东亚民族主义与国家
命运的关联并予以应有的价值判断。
在此基础上，对冷战结束以来东亚民族主义的高涨给予了特别关注，并运用政治学主要是国际关系学
理论分析民族主义对东亚国家间关系和世界政治的影响，其中结合东亚经济的腾飞、文化的复兴和民
族心理的嬗变论证东亚民族主义兴起的必然性。
　　个案分析与比较研究相结合，历史分析与现实分析相结合。
在个案分析中，以21世纪之初日本小泉纯一郎内阁在亚洲推行强硬外交政策为典型案例，全面、深刻
剖析“小泉外交”引发的中日、韩日国家利益冲突，而现实国家利益冲突又和历史恩怨交织在一起，
引发了东亚民族主义的高潮。
对中国、日本和韩国民族主义的不同表现、各自的目标、特征和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
在历史分析和现实比较的前提下，指出民族主义已不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民族主义在全球
化时代既不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最有力工具，更不是解决全球问题的有效方法。
东亚国家应该借鉴欧盟的理念，以地区主义为纽带，摒弃前嫌，转变观念，对本国极端、非理性民族
主义予以规制并进行战略整合。
　　在研究中力求避免概念和理论的枯燥罗列，尽可能使论证生动、简明。
在研究视角上，汇集“三方”观点，形成一家之说。
迄今为止的国内外民族主义理论研究虽然成果丰硕，但分歧较大。
因此，在课题研究中本着严谨、中立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对民族的定义、民族主义的概念进行
了细致的考证和评析。
在研究过程中，搜集、翻译和整理了中国、韩国和日本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根据课题需要组织材料
，选择有代表性的见解。
力求做到既要阐明笔者的观点和立场，也要兼听不同的声音和吸纳不同的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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