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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国际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无论在经验研究还是理论研究上都显得愈加成熟了。
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家们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力的研究纲领，为我们认识纷繁复杂
的国际政治领域（例如冲突与合作的互动，国内政治结构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制度的作用，世界观和
因果信念对策的影响等）提供了许多真知灼见。
本书对这些国际政治领域的发展进行了探究，同时还从安全研究、组织理论和经济学角度对其做了详
细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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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理性主义：冷战之后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    现实主义不仅是重要的一般性理论，而且也像自由
主义和建构主义一样，是长期存在的规范性话语，讨论怎样才能最恰当地保证人类社会的和平、稳定
和正义。
现实主义自觉的理论思想源远流长、影响深刻。
现实主义不会消逝。
    但是，世界政治近年来的发展，加之某些具体研究纲领的最新成果，使现实主义遇到了自《国际组
织》创刊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
对于现实主义来说，权力与冲突是国际政治的固有特征。
国家可以有不同的利益，但武力和强权总是可以使用的手段。
冷战以令人吃惊的和平方式宣告终结，还有苏联的瓦解，都是现实主义无法想象的事情。
当然，现实主义并没有就此沉默。
对冷战结束最简单的解释莫过于苏联权力的衰退；作为挑战者的苏联再也没有实力进行挑战了。
但是，现实主义研究纲领的理论框架很少包含对国家相对实力变化的预测，并且现实主义也没有预测
到苏联的衰退。
现实主义学者，尤其是华尔兹，一直强调核武器在改变战争可能性方面的重大作用。
如果主要国家都具有第二次核打击能力，这些国家之间的冲突就会降低所有国家的福祉。
当今这一点比任何人类历史时期都更为明显。
至少有些学者认为这一状态标志着国际体系性质本身的变化，而不仅仅是个别国家特征的变化。
从现实主义角度来看，在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上，如果苏联放弃自己在东欧的帝国统治，如果任何苏
联领导人使苏联解体，都会具有极大的风险，因为这样的行为会使俄国的核心地带更加容易遭受外来
侵略。
    不管怎样，在20世纪80年代，以现实主义为理论框架的研究人员认为，两极结构会持续下去。
他们认定两极中无论哪一极都不会和平地消失。
后来，苏联确实瓦解了，现实主义转而质疑国际制度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像北约这样与国际安全相关
的国际制度，同时也对国际经济领域的持续合作表示怀疑。
但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世界的实际情况确实比现实主义预料的要好得多。
    冷战的和平终结对现实主义形成了挑战。
由于新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具体研究纲领在学术界有着突出的地位，因而使得这一挑战更为引人注目。
华尔兹最重要的贡献是使研究人员在他所称的结构理论和还原理论之间划清了界线。
华尔兹当然知道国内政治的重要作用，但是他坚持认为新现实主义只关心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
国家关心的是自我安全，不是权力扩张。
华尔兹认为所有国家的国际目标都是一样的，这与较早时期的现实主义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较早时
期的现实主义研究大多是以区别改变现状性国家和维持现状性国家为基本依据的。
苏美之间的冲突既与极其严格意义上的新现实主义命题(两极世界中的两极必然会发生冲突)相一致，
也与国家对外政策目标的不同具有重要意义这一传统现实主义的假定(改变现状性国家苏联会与维持现
状性国家美国发生冲突)相一致。
    随着冷战的结束，新现实主义对国际冲突现象没有提出具有重大意义的解释，因为冷战后的冲突主
要反映了国家目标的不同，在种族冲突中，则反映了次国家行为体目标的不同。
许多学者认为，新现实主义理论的物质性假定使它无法解释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
这些学者强调，必须对历史上建构起来的规范、观念和话语进行分析，这样才能使人们理解世界政治
中的稳定与变化。
有些现实主义学者对挑战做出了反应，认为应该摒弃新现实主义关于国家只寻求安全这一过于简单的
假定，转而承认由于国内因素而不是国际因素的不同，国家的目标也会有所不同。
国家的目标可能是主动侵略，也可能是被动防御；可能是充满革命性，也可能是维持现状；可能是高
度民族主义，也可能是宽宏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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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改变现状性国家的存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导致冲突(特别是战争)，还是要取决于国际体系中物
质实力的分配。
如果一个侵略性国家的统治者明知自己的敌人强大无比，它就不会贸然发动进攻，因为进攻这样的强
敌无异于自杀。
尽管如此，仅仅知道权力的分布情况并不能使分析人员理解国际冲突和国际合作的方式。
    过去十年里此起彼伏的民族冲突，虽然并非一定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但这类冲突本应该是现实主
义理论所分析的问题。
民族冲突发生在国家之间，也发生在一国的不同集团之间。
    P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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