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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很多人都说，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像是一门“显学”。
其实，这门学科在社会科学的大家庭里，只能算是一个小兄弟，不管是从形成的时间长度算，还是就
学术的成熟程度而言。
1963年以后，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指示精神，以中共中央联络部下属的一批国际问题研究
所的建立以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国际政治系的出现为标志，国际问题领域的教
学和科研工作“堂皇入室”，国际关系学在中国正式建制，从前那种零星分散、缺乏预算和统一规划
的状态终告结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从“前史”阶段迈入了“正史”时期。
虽然由于“文革”和众所周知的其他原因，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起起落落，相当曲折，但中国总归有
了自己的国际研究队伍，直至发展成今天看上去比较壮观的景象。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就是一本专门讲授上述历史的著作，是一部反映新生代中国研究
者的视角、水准和冲劲的学术作品。
两位作者都具有国际关系专业博士阶段严格训练的背景，目前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一位是社会
学所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一位是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副教授，属于国关界新生代的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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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分期与发展趋势历史回顾与反思是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中的重要部分，
这一工作势必涉及分阶段地考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状况。
国内学者在这方面做过一些相对简单的划分与相关分析。
石磊将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粗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国初期到20世纪60年代前期，第二阶段
是70年代中期至今。
其中文化大革命时期作为空缺期，因为“教学停顿、结构被撤销、人员下放、资料失散，整个学科完
全中断”。
①“四人帮”垮台与文革结束是第二阶段的开始，至于两个阶段内的变化，他没有进一步论述和剖析
。
从分期的逻辑看，其依据或线索是建国后政治形势的变迁对于国内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影响。
倪世雄与许嘉在回顾与考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时，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
阶段为1980——1987年，第二阶段是1987——1993年，第三阶段为1993年至今。
第一阶段的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学术研究的正常化与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兴起。
第二阶段的起点是以首届全国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1987年)召开为标志，因为与会者提出创建有中国
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初步构想。
第三阶段以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发展为起点，国内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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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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