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蔡武部长、尊敬的郝平校长、各位嘉宾、各位院友、各位同仁： 

 

大家上午好！再次感谢各位莅临北大，参加北京大学政治学科成立 120 周年

纪念大会，我们倍感荣幸，也倍受鼓舞。 

120 年来，北大政治学科走过了一段曲折艰辛，但也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

北大政治学的发展和进步，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和进步相伴相随。北大政治

学人发现、直面和分析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困难，为国家的内政外交提供了重

要的理论支撑和政策咨询；同时大力普及与传播政治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规律，

使政治学这一个中国传统上并不存在的学术门类进入和深入每一位有知识的中

国人的思想。120 年来，经过若干代人的不懈努力，北大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

毫无疑义已经进入了世界的先进行列。这个从零开始的飞跃式发展值得我们自豪，

也值得我们告慰我们之前的几代先行者。 

我不打算重复俞可平院长刚才讲话的内容，所以重点汇报一下北大国际关系

学院的发展概况，我们的现状，以及我们对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些基本思考。 

1964 年，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指示，北京大学政治系更名为国

际政治系。从此直到 1987 年北大政治学系重新独立建系，国际政治系传承了北

大政治学的传统。此后，北大政治学科分为两个大的部分，在相互配合中各自得

到了长足的进步。就 1996 年成立的国际关系学院而言，我们根据国际问题研究

的内在逻辑、以及国外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科设置和办学经验，迅速完成了学院内

部的学科布局，先后设置了外交学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系，后来根据国际关系研

究的实际需要，设立了比较政治学系，以期为国际问题研究提供比较扎实的理论

基础。去年，我们又设立了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系。到目前，学院的学科结

构已经基本完备，共有 5 个系，8 个硕士专业，以及 6 个博士专业，成为国内学

科结构最完整的国际关系学院。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具有鲜明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追求。2000 年 1 月，时任北大

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钱其琛同志在北大发表重要演讲，其中提出了国际问题研究的

“三线”理论，即外交部门为第一线，主要从事外交实践工作；各类政策研究和

咨询机构为第二线，主要进行政策和对策研究；学术机构、大学为第三线，主要

从事基础和理论研究与教学。这三条战线应各具特色，各司其职并彼此配合，相



互促进。这一思想，特别是对大学与学术机构功能目标的定位，既是对北大国际

关系学院学术传统的肯定，亦是对我们的要求和期望。作为国内国际问题研究的

重镇，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始终在把握时代脉搏，回应国家需求的同时，坚持注重

基础研究、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的传统，创造了大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在国际关

系理论、国际关系史、国际政治经济学、外交学、环境外交、非传统安全、中国

外交、比较政治学、台港澳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大国关系、中美关系、中日关

系，以及东亚研究、东南亚研究、非洲研究、东欧中亚研究等学术领域发挥着重

要的学术影响力。学院同时坚持育人为先的理念，培养了一大批活跃在国内外各

行各业的领军人才。 

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迅速提高，对国际事务的参与越来越广泛深入。这既为

国际关系学院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也为学院的教学科研工作提出了更

高、更复杂的要求。为与时俱进，学院不断创新科学研究机制，优化和完善本科、

硕士、博士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加快人才引进速度，形成了一整套有自身特

色的科研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国际关系学院，我们把

提升学院教学科研的国际化水平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目

前，我们与世界 25 所以上的学校签定了交流协议，与 17 所大学有学生交换协

议，有四个国际办学项目，国关学院的在籍学生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外国留学

生。 

作为学院未来的生长点之一，我们经过持续努力，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于

去年建立了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系和相应的硕士专业，分别从去年和今年开

始招收本科生和硕士生。这个系的建立，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为了走向未

来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前沿，即国际公共政策的研究；其次是为了发挥北大学科

门类齐全、科研力量集中的优势，因为国际公共政策正是一个具有高度的综合性、

交叉性的新兴学科；最后是为了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为中国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国

际公务人员。当然，在力图做好、做强新专业的同时，我们也将以新专业的建设

为契机，充分整合学院原有的专业，发挥综合优势，进一步促进学院的全面发展。 

与国内政治相比，国际政治最大的特点是缺乏一套共享的价值体系和规范系

统，国际关系因而充满了大量的不确定因素，战争与冲突的风险远未消除。这就

决定了国际关系研究与通常意义上的政治学研究有所区别。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自



觉地把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世界各国的相互理解、为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创造一个

良好的国际环境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为此，我们肩负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使

命。首先是发现和揭示国际关系的基本规律。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以对规律的

信仰为前提。规律是那样一种东西，人们不可能绕开它、回避它或者超越它，就

像罗马诗人贺拉斯所说的自然，人们用稻草叉把它从前门叉出去，它又会从后门

溜进来。因此，任何良好的愿景，唯有建立在规律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发现和揭示这些规律，是我们的基本责任。但是，仅仅发现和揭示规律还不足以

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所以我们的第二重使命就是增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

理解，力图成为两者之间的和平使者与友谊桥梁。在一个存在着价值与文化冲突

的世界，相互理解和尊重是和平与繁荣的基本前提。理解是一种艺术，也是一门

学问，国关的师生应不仅在学术上加以探索，而且在实践中身体力行，为此贡献

力量。最后，要真正实现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还需要为人类创造新的价值，确

立新的规范，并且为世人所接受和遵循。我们将通过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国

外优秀的思想遗产，与世界各国的学者广泛交流，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这是我们的第三重使命。 

回顾过去的 120 年，北大的政治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中国走向了世界。

面向未来，我们将与政府管理学院一起，相互补充、相互砥砺，精诚合作。我们

有信心让中国的政治学为中国，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