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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从大学生的
思想实际出发，着重分析当今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轨迹和主要发展趋势，着重剖析主要大国和重要
国际行为体的经济、政治以及对外政策，着重阐述中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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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五）建构主义建构主义是最近20多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一个独特的理论流派。建构
主义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于国际关系理论界，90年代初受到重视，90年代中后期发展成为一个引
人注目的学派。亚历山大·温特是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其199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全面
地介绍了建构主义的主要观点。在理论构建方面，建构主义有两个重要原则。一是反理性主义原则。
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假定国家是理性政治行为体，国家根据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原则展开
各种战略和行为。但建构主义却认为，作为行为体的国家的身份是由国家和社会结构共同构建起来的
，国家的利益也是由此产生的。国家是根据被建构起来的身份和利益展开各种活动，国家是非理性的
行为体。二是反物质主义原则。影响国家行为的国际社会结构不仅具有物质方面的特征，即物质性建
构，更重要的是它还具有社会方面的特征，即社会性建构。建构主义更强调社会性建构的这种国际社
会结构对国家的影响。在建构主义看来，这种结构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要素：第一，共享知识建构行
为身份和利益。在国际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是行为体之间共享的知识，即行为体在特定的社会环境
中所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共享的知识是建构行为体的身份特征和利益诉求的基本要素。第二，国
际社会结构的物质性因素作用有限。建构主义承认国际社会结构的物质性因素的存在，但认为这些因
素本身对行为体的作用甚微，只有通过社会性因素才能对行为体产生影响。在国际社会中，物质性因
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只有通过社会性因素才能表现出来，对国际政治产生直接作用的关键性因素是
社会性建构。第三，国际社会结构可以变化。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结构是行为体在一个体系中经
过一系列复杂的互动而形成的结构。行为体可以建构起一种结构，也可以分解掉这种结构，并构建起
另一种结构。但结构一旦形成，就具有某种独立性。建构主义强调行为体与结构之间的相互建构，即
既强调行为体对结构形成和存在的建构作用，也强调形成的结构对行为体身份和活动的建构作用。建
构主义强调身份认同和互相建构，是一种学习进化理论。目前，建构主义不断与其他理论观点进行着
融合，处于不停地分化与组合的快速发展中，还难以对其发展趋势作出明确的判断。从马克思主义立
场来看，建构主义缺乏对身份、观念和文化变动的背后深层次的物质性原因进行深入考察，未能理解
到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乃至于现代国际关系体系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现象。随着生
产力的发展，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乃至于其中的包括国家在内的各类行为体也会不断地发展和变化。
但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角度来看，建构主义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批判和反思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其开辟的理论发展方向所具有的学科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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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买错书了。。。我的问题丫丫丫丫，本来要买高教社那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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