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与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区别

　　在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中 ,国际政治领

域被理解为物质实在 ,这种物质实在独立并外在于人

类的活动 ,因此 ,它们的行为方式被认为是客观的存

在 ,等着我们去发现。国际关系学就是对它进行一种

客观的事实陈述。国际关系学者可以像寻求自然界的

规律一样 ,能够对国家之间的行为方式加以把握和认

识 ,他们对本体论的理解主要限于国际关系到底是由

什么事物构成 :国家、个人、集团还是阶级。这实际上

是一种实体主义。由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物质实在

本体论看不到行动者的反思和实践力量 ,因而把国际

体系的结构看成脱离于行动者的外在之物 ,完全操控

行动者的行为 ,所以主流理论只注意国际关系的因果

规律 ,而忽视了行动者之间在互动过程中的意义建设。

建构主义的本体论则是一种社会本体论 ,也就是说我

们所面对的世界并不是独立于我们的物质事实 ,而是

我们活动的产物 ,即社会实在或社会类别。国际关系

实际上是社会关系的一种 ,它是一种社会事实 ,国际政

治理论应该是对社会实在建构的解释。社会实在具有

主体间性的 (intersubjective) 和集体意义的性质。主体

间性的意义并不是个体信念的集合 ,而是作为集体知

识或共同知识存在 ,但这种集体知识为所有具备从事

社会实践资格的个体共同拥有。一旦把国际关系当做

一种社会实在来理解 ,那么 ,国际关系中的行动者就是

一种具有意图和目的的行为体 ,它们在互动过程中建

立起主体间性的理解和共享的结构 ,这种结构并不脱

离行动者 ,而恰恰由行动者不断地再现和生产出来。

行动者和结构之间是一种相互构成的关系。这样国际

体系的结构实际上是主体间性的意义 ,这种意义不仅

约束行动者的行为 ,而且还定义行为体的性质。正是

本体论上的差异 ,建构主义对主流理论的核心概念 ,如

无政府状态、权力和利益等进行了另一番透视。

二　不同的本体论影响了方法论的取舍

　　由于建构主义不仅关注因果问题 ,而且更强调主

体间性的意义 ,即社会实在的建构问题 ,因此 ,它一方

面拓展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范围 ,同时 ,在保留了以前研

究方法的同时 ,也大量借鉴了其他人文主义或诠释主

义的方法 ,如谱系学、常人方法学、符号学、叙述分析、

认知图谱法和象征分析等 ,这些都是新现实主义和新

自由主义所没有的。值得注意的是 ,对国际关系的社

会本体论理解 ,使语言学成为国际政治分析的一种重

要方法。因为主体间性意义的建构必须依靠语言来完

成。语言不仅描述实在 ,而且还建构实在。话语里面

充满了规范因素 ,也是一种变化的力量。一些学者开

始利用语言学来研究国际政治。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

克托齐威尔和奥纳夫在 1989 年就把言语行为理论引

入到国际关系分析之中 ,最近 ,瑞森·卡朋利用哈贝马

斯的话语伦理学和争论理性分析德国统一问题以及公

共话语空间对国际人权规范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

维弗尔的安全化概念也来自语言学对安全研究的启

迪。

从建构主义的本体论对方法论取舍的影响看 ,国

际关系方法论的选择是和本体论密切相关的。实际

上 ,国际关系学者在面对所研究的世界时 ,心目中都有

一个本体论上的考虑 ,也就是说如何想像国际关系 :它

是一种外在于我们的物质实在 ,还是我们建构起来的

产物。当然 ,如果把国际关系看成是建构之物或社会

实在 ,按照涂尔干的方法来对待也并非不可以 ,不过 ,

即使这样 ,我们也可以沿另外的路径来分析行动者的

行为 ,诠释学或人文主义的方法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种。

社会科学中的科学方法和人文方法的争论实际上反映

的是本体论上的差异。因此 ,在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方

法论进行思考时 ,本体论的观照是不可缺少的。

国际关系研究中使用科学方法的意义
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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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政治研究方法”研讨会发言摘要



　　我国国际关系研究比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有较大差

距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一学科起步较晚 ,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 ;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知识不够普及 ,

尚不能区别概论、理论和研究方法 ;受过方法论专门训

练的研究人员较少 ,形不成一致的学术评判标准。

科学研究方法与
其他研究方法有什么不同

　　一般来讲 ,研究方法可以分为科学的、宗教的、直

觉的、猜想的、思辨的 ⋯⋯这些方法都包括主观分析的

环节 ,但与其他方法相比较 ,科学方法更强调客观实

证。从广义上讲 ,我们可以把国际关系的多种研究方

法都归为科学的方法 ,但是如果从狭义上讲 ,以程序

性、实证性和共同规则为科学研究方法的标准 ,则可以

将科学方法与其他研究方法区别开来。如历史比拟

法、简单经验归纳法、哲学思辨法等等。科学研究方法

的程序至少要包括发现问题、提出假设、概念操作化、

实证检验、得出结论几个环节。如果一种研究方法不

包括概念操作化与实证检验这两个环节 ,这种方法就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方法。科学方法要保证研究过

程与结论都可公开检验 ,因此科学方法要求以共同规

则确定标准 ,而没有相同标准就无法做任何检验。

国际关系研究中
采取科学研究方法的意义

　　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属于

科学范畴 ,因此 ,它们最基本的共性就是都使用科学的

研究方法。科学研究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 ,它并不能

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是科学的方法可以解决很多其他

研究方法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 ,科

学方法的意义主要体现在 :

1. 科学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相关因素之间

的关系。变量控制是科学方法中分析影响同一事物相

关因素之间关系的主要手段。与简单经验归纳法不

同 ,变量控制不但可以发现与事件相关的要素 ,而且可

以认清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运用科学方法可以深化

我们对国际关系规律的认识。

2. 科学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事物的变化程

度。科学方法既可以进行定性分析 ,也可以进行定量

分析。而科学方法的操作化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定量分

析。定量分析不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事物的发展方

向 ,而且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事物变化程度。而非科学

的方法就难以做到这一点。科学研究方法可以细化我

们的国际关系知识。

3. 科学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提高预测的准确

率。科学方法强调实证或实验 ,其目的在于提高结论

的可重复性 (即普世性) 。而结论重复性的提高就增强

了结论的可靠性 ,从而也增强了结论的预测准确程度。

科学方法有助于提高对国际形势变化的预测水平。

科学研究方法对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意义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 ,我国国际问题研究取

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多年来大家一直在谈论低水平重

复建设问题 ,这一问题可能与科学方法不普及有关。

现代科学的进步 ,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不断更新的研

究方法和研究手段。普及科学的研究方法将有助于改

变低水平重复的现象。要提高中国学术界对国际关系

认识的准确程度 ,现在还没有比科学方法更有效的方

法。目前 ,有关方法论的教材中 ,只有科学的研究方法

成系统 ,其他的研究方法还不成系统。

提倡科学研究方法有助于纠正不良的学风。大家

都反对学界的浮夸现象 ,学术打假是惩罚措施 ,还需要

通过提倡科学研究方法培养学术道德。使用科学方法

有助于防止制造含义不清的新词 ,有助于防止无明确

逻辑关系的因果解释 ,有助于防止不在乎结果的形势

预测。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开放性 ,认为自身是不完

善的和需要改进的 ,因此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有助于

培养研究人员承认错误的品德和改正错误的勇气。

科学方法的普及有助于我国国际关系的学术批

判 ,促进学术进步。科学研究方法在中国国际关系学

术界还未普及 ,但现在已经出现了对其批判的势头。

学术批判是学术进展的重要动力 ,但如果学术批判是

感情的而不是科学的 ,其结果不但起不到促进作用反

而会制造个人恩怨。这种结果使得我国学术批判很不

普遍。科学方法有共同标准 ,批判者学习了共同标准

后所进行的批判才可能是内行的批判。为了提高我国

国际关系研究科学水平 ,我们需要多些人先学习科学

方法 ,然后进行内行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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