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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国维尝从中外关系视野下总结中国学术的三个时代，认为晚周诸子学说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中
古时期的佛学传入，为我国思想之受动时代，因宋儒调和，又兼带能动之性质；而今西洋思想东渐，
又有佛学所没有之强大物质力量相配合，中国思想之受动影响，不亚于中古时期，此受动如何转化为
能动，任务艰巨也。
此三个时代类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同样贴切，与梁任公所谓“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
世界之中国”三说，有异曲同工之处。
近代西人挟思想与物力，几横空出世于中国，中国传统天下观念迅疾天崩地裂，陵谷变易，殆失自尊
，不要说能动中达济天下，在受动中独顾其身，怕都没有回旋的空间。
大国非仅强大物力之谓，有组织世界之灿烂学术和思想也！
今日中国与世界正发生前所未有之互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借改革开放之雄风，我国国力蒸蒸日
上，势不可挡。
然真正在相互交织的世界中，做到寓受动于能动，需有物力之配合，更得以思想和制度来组织世界，
以本领之。
要求得“本领”，非一门学科所能为，需要各个知识门类百花齐放，相互借力、接力、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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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根据成员国之间的承诺关系属性，国际机制可以分为正式机制和非正式机制。
成员国之间是否意图在相互之间建立有法律约束力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是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的本
质区别。
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际社会建立了一系列国际机制，形成了多层级的国际防扩散体系：
第一层级包括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属于正式机制；第二层级
为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第三层级为防扩散安全倡议，属于非正式机制。
为什么第二和第三层级的防扩散机制是非正式的制度形式？
非正式的制度特征对这些机制的有效性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本书通过研究发现，非正式防扩散机制的形式选择并不是出于对共同问题取得最优解决效果的需要，
而是国内层次和国际层次的激励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非正式防扩散机制虽然在实践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有效性，但这些机制的非正式性的局限性也制约了
其有效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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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宏松，1980年7月出生于四川泸州。
1998年考入复旦大学就读国际政治专业，2002年6月获法学学士学位。
同年9月起在复旦大学连续攻读国际政治硕士和博士学位，2008年1月获法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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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制度、中国与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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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该公约设立了相当严格的核查制度，这为公约的具体实施提供了较为充分的保证。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在1971年的联合国大会上正式通过，1975年开始正式生效，其全称为《禁止细
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条约》。
该公约严厉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生物武器。
但在公约中，却没有写入禁止研究、禁止使用以及销毁此类武器的内容。
此外，《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还没有建立核查制度。
目前，国际社会正积极进行公约议定书的谈判，以求实现核查制度的建立。
第二层级的防扩散机制是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10实施多边出口控制的国际机制。
这一层级的国际机制包括：核武器控制领域的核供应国集团、生物和化学武器控制领域的澳大利亚集
团、弹道导弹控制领域的导弹技术控制机制，以及主要针对常规武器扩散，但也涉及可用于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制造的军民两用品控制的瓦森纳安排。
这些多边出口控制机制通过协调其成员国的出口控制政策，限制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相
关的部件和技术在国际范围内转移。
第三层级的防扩散机制是防扩散安全倡议。
这一机制于2003年在美国主导下建立，各参与国通过加强相互之间的情报共享网络，针对海上、陆上
和空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和相关材料的非法贩运进行拦截合作，以求“显著减少和最
终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相关原料流进或流出有扩散嫌疑的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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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研究的问题，出自于四年前与我的博士导师沈丁立教授之间的一次师生谈话。
在那次谈话中，沈老师向我提起了多边出口控制机制、防扩散安全倡议等不可归入国际法范畴的防扩
散机制。
在细细回味沈老师的想法后，直觉让我意识到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经验谜题”（empirical puzzle
）。
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以及对这一现象的反复思考，我头脑中的研究问题逐渐从模糊变得清晰，对这一
问题的研究路径和解答方式也日渐明确，并最终写成了博士论文。
本书正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本书的写作和修改，得到了许多师长、同学和朋友的帮助。
我想借此机会对他们表示感谢。
导师沈丁立教授是我首先需要感谢的人。
他以敏锐、独到的学术洞察力帮助我提出所要研究的问题，引导我在研究中发挥学术想象力。
在三年的博士学习中，沈老师无论手上的研究工作多么繁重，无论可供支配的时间多么稀少，在我研
究上遇到问题和困难之时，他总是有求必应，悉心地给予我指导。
沈老师超人般的勤奋、严谨的思维习惯、对学术事业的强烈责任感，让我时时刻刻都感受到无穷无尽
的榜样的力量。
这使我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强劲的动力和旺盛的斗志，使我在遭遇困难时能够勇敢地迎难
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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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防扩散体系中的非正式机制》：中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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