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建设的

一些体会与思考

冯绍雷

几十年来,华东师范大学的几代学者在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的实践中有一

些积累与体会。我认为,欧洲、美国、俄罗斯,在区域国别或者国际研究领域一

些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关注。从90年代后期开始,在教育部支持之下我们建

立了欧洲研究中心,我们也有机会两次参与了中国和欧盟高等教育的合作项

目。十多年来,很多位教授、研究生有机会到欧洲近距离地接触了国别区域以

及相关国际研究领域的学术研究,得到一些感受与思考。

一、关于区域国别学学科门类的思考

首先,欧洲同美国的国际研究的一个明显反差:美国的国际研究主张

“分”,特别是学科的分化。但欧洲侧重于“合”,特别是年鉴学派。一些专家学

者认为,尽管美国学术竞争力很强,但是学科的过度细分,妨碍了学科的整体

发展。是“分”是“合”,国际其他大国已经有了很多积累,非常值得我们加以

关注。

其次,是我的主要的研究对象国———俄罗斯在这一方面与其他国家的反

差。实际上,俄罗斯从60年代就开始批判性地介绍西方国际理论,尽管,已经

是趋于衰落的苏联晚期,但研究力量还在,并且对学术的敏感性、洞察力非常

值得关注。在批判的态度下,苏联学者对来自美国和一小部分来自欧洲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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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理论、国际研究做了大量系统的介绍,并且有高质量的译解和分析,有了不

少心得。但也正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俄罗斯再也没有出现过

对美国式的国际理论的大规模的普及和推广。现在,俄罗斯对美国国际理论

的最新研究和发展,包括翻译介绍的规模,和我国远远不能相比。这个现象,

值得关注。

同时,我们不可忽视俄罗斯的学术影响力,对西方的批评当中,俄罗斯一

向站在最前沿。俄罗斯作为一个按西方标准来说的“非典型国家”,曾经的超

级大国,在国际研究、区域国别研究这个领域中有非常扎实的积累,许多理论

学派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比如结构主义。西方学术界对于俄罗斯国际研究有

一个评价,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具有“内在性”的批判,也即是深入学理,而不是

表面化的或者仅仅基于道义的批判。作为前超级大国,在这样一个荣耀和悲

伤的反差鲜明历史之下,俄罗斯的学术体验非常值得我们观察。值得我们在

强调普遍性立场的同时,对多样性、独特性,以及与普遍性的关联性进行深入

发掘。

二、在区域国别与国际关系学科发展进程中,
我们积累以及正在反思的一些情况,

简单分为五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基本结构。1999年华东师范大学建立了俄罗斯研究中心,作

为教育部的国际研究基地,因为没有一级学科,所以成立了国际关系与地区发

展研究院,对作为国家基地的研究中心提供学科支持。2012年成立了作为协

同创新中心的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建立新的上海市智库。同时,我

们早在亚洲金融危机与欧亚会议召开之前,建立了欧洲研究中心。后来因为

我们机构的东欧研究传统,又成立了由捷克语专家领衔的中东欧研究中心,由

斯拉夫文化专家、前驻白俄罗斯教育参赞领衔的白俄罗斯研究中心,以及中亚

研究中心。实际上这是围绕着俄国研究的轴心,建立多样化的研究机构。

第二个方面,基本构想。首先,我们强调要从各个学科领域展开对对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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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二、区域国别与国际关系学科发展进程中的积累与反思



的研究。实际上,国别研究必定是一个多学科研究的发展过程,这是国际研究

当中完全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对于一个国家,我们需要从各个国

别的积累中综合起来观察,比如,我们发展同美国、欧洲伙伴的关系,包括发展

与日本北海道大学的斯拉夫研究中心等权威国际研究机构的关系。我们不单

纯是同俄罗斯直接交往,而必须从各国对俄罗斯的观察和体悟当中,来寻求一

个比较完整的俄罗斯认知与形象;第三,要吸纳各个部门,包括外交部、金融部

门等,一定要打开视野,打开交往渠道,然后聚焦于某一个现象。我们几十年

来与各个部门程度不等的合作,受益太多了。

第三个方面,基础设施。学校的主要任务主要是编写文章书籍杂志、通过

媒体传播、建立课程体系,全方位培养学生来建设学科,包括建立好几个全英

文的国际合作的课程项目、外交官培训项目等,特别是在新媒体的背景之下,

我们通过公众号和澎湃新闻、观察者网等与外界进行广泛的沟通,通过双周视

频会等方式在内部促进资深人员和年轻学者进行充分的沟通。

第四个方面,国际交往。比如俄国有一个非常关键且权威的论坛 普京

亲自推动的“瓦尔代论坛”,2006年,当时中国还只有一个学者参与。我们通过

努力,逐步建立了非常稳定的合作关系。几十年来,可以说我们与全球最权威

的本领域研究机构大体上都有了合作与联系。

第五个方面,资政工作。回顾欧洲研究中心、俄罗斯研究中心建立的过

程,对我们今天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发展有所启示。首先是专注,专注于一个

国别、一个区域;其次要有合作精神,吸收国际国内各方的优势。同时,要把本

土从国际普遍进程的角度加以关联。这样才能真正提供有质量的资政工作。

迄今我们所提供的政策咨询已经涉及不少领导部门,获得了不少领导的批示

鼓励,包括最高领导,也体现于一些比较重要的政府文件和战略决策中。

三、关于发起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申报的看法

第一,非常必要。国家战略发展所面临的艰巨任务和挑战,同我们学科本

身的积累与学科支撑之间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反差。邓小平同志当年就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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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要恢复对政治学、世界事务等学科的建设。请注意,小平同志是把这两个

学科门类分开讲的。

第二,同国际相比,要承担大国责任,我国在此领域学问的基础、长期的建

设和经营上,必须从独立而又交叉的学科建设开始,从头做起。

第三,为什么申报,目的是要加强该领域研究,为了提升该领域研究与培

养的质量。通过全国千万学者,数百机构来加强这个领域的沟通协调,提升规

范,最后体现出与大国身份匹配的高质量的整体学科发展。

第四,为什么区域国别研究应该成为一个一级学科? 因为从教育部的立

项、评审、基地设置,从国家社科基金的各方面工作等来看,国别区域研究从来

就是单独一组,同政治学等其他一级学科平行而且区分。实际上,在我们国内

的研究与培养系统中,国别区域研究早就是相对独立的一个门类了。同时,又

是带有多学科、跨学科性的一个门类。

最后,无论是美国、俄罗斯还是欧洲学者,都在强调全球转型。他们认为,

国际一片纷乱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对全球转型、全球性缺乏重视。全球性质的

一些现象跟趋势,是否需要纳入我们区域国别研究的重点,也值得思考。

作者简介: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院长,终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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