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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
理论的力作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专题研究》评介

季正矩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加强这一理论的研究，是深入认识和阐明

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研究对于

坚持科学的方法论优化当代国际关系，对于完善中国特

色国际关系理论，进而更好地开展我国对外关系的实践，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在这个问题上，李爱华教授的论著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专题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9 月出版) 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可以称得上是一部

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力作。通读全书可

见，该书的研究呈现以下突出特点:

一是，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全面揭示马克思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的精要。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思想领

域。该书整体上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发展

的历史脉络入手，分别探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国

际关系的论述，以及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内容。
时间跨度从 1848 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到 2012 年党的

十八大召开。在内容的逻辑展开上，该书全面而又精当

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内容。概而述

之主要有: 在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方面，该书着重

论述了关于世界市场条件下国际关系发展的理论、关于

国际社会走向自由人联合体远景的设想、关于十八世纪

欧洲列强外交关系的理论、关于近代国际关系中的中国

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

务的思想、关于对泛斯拉夫主义民族解放运动的剖析、关
于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思想等等。在列宁国际关系理论

方面，该书主要论述了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分析、对欧洲

联邦口号的评析、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的阐释、对十

月革命世界和平意蕴的阐释、关于国际局势灵活应对的

思考、关于开展对外经济交往的思考等等。在中国特色

国际关系理论方面，该书突出论述了毛泽东、邓小平的和

平思想、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外开放新举措、科学发展

观与和平发展论的关系、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外战略思想

等，着重论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独立自主外交战略、
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应对国际局势

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等问题。

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深入阐释马克思主

义国际关系理论。
该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证马克

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这一特点不仅表现在全书在论证

过程中始终注意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里寻求解决问

题的钥匙，而且表现在把有些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比较集

中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直接作为一个专题进行深入探讨。
比如，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十

八世界外交史内幕》等著作，该书都从一个专题的高度，

系统挖掘其中所蕴含的国际关系思想。以上研究论证的

立场和方法，不仅反映了该书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

作的熟练把握和恰当应用，而且使得该书的结论建立在

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奠定了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

关系理论的坚实基础。
三是着眼于我国对外关系的实践，科学论证中国特

色国际关系理论。
该书着眼于我国对外关系的实践，把中国特色国际

关系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

分，进行了系统阐述。该书以十二个专题论证了中国特

色国际关系理论，占全书除前言和余论外所论证的所有

专题的半数。在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论证上，除了

上面所提到的主要内容外，该书还提出论证了一系列重

要观点，诸如: 毛泽东和平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和平理论

与中国创立发展所处的国际国内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

物; 邓小平和平思想是对毛泽东和平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具有强大生命力; 冷战后时代主题

依然是和平与发展; 中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和平

外交政策;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的战略抉择; 提高党应

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增强中华文化国际

影响力;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和谐世界建设; 以和平

发展为主题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等等。以上论

证，显示了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

系实现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特点，具有强烈的现实针

对性，增强了该书研究论证的现实意义。
( 作者系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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