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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20世纪30年代国际政治学形成独立学科以来，其发展是一个不断提高科学化程度的进程。
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是在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基础上进行科学化发展的结果，主流建构主义理论是对佛罗
里达学派进行科学化发展的结果。
问题性研究是国际政治学科学化的主要推动力，通过改进研究方法可以深化人们对国际政治问题的认
识，当然，我们也知道，科学方法虽然能帮助解答一些其他方法所不能解答的问题，但它并不能解答
所有的问题，因此本刊希望发表对问题做出了解答从而深化了国际政治知识的研究成果，而并不青睐
于方法复杂却没有解答问题的文章。
上前，我国国际政治学界的提出研究问题方面的主导性还不强，许多研究是在重复外国学者的问题，
为了推动我国的问题性研究，本刊特别欢迎从中国视角选择的问题和研究的成果。
本期有五篇问题性研究成果和一篇理论介绍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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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1992年），著有《中
国国家利益分析》（1996年《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合著，2001年）译著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
理论》（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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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作者简介编者的话中国崛起的实力地位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国际法和国际政治中的分离主义政府更
替对国际谈判的影响两常政治下的美国军控政策学术评论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及其批判注释体例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政治科学>>

章节摘录

书摘现实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一大理论范式，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冷战时期的对
外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经济事务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趋明显，各类跨国界的活动日
趋频繁，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和影响日趋增大。
到了20世纪90年代，依照现实主义的理论，许多现象都已经无法解释。
所以，现实主义在西方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地位受到了其他理论，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严重挑战，一
些现实主义的论点和假设也被认为是过时的观念。
但是，如果说现实主义只能用来解释冷战时期的东西方关系，则未免失之偏颇；认为现实主义已经死
亡，也仍然为时过早。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理论范式，不但不会消失，而且会在新形势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国家对外行为的指导性原则，仍然是许多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
国际社会仍然首先是无政府社会，国家仍然是应该被首先考虑的理性行为体，国际体系仍然是重要的
变量，体系结构仍然是大家极其关注的现象。
正因为如此，冷战后现实主义出现了新的发展轨迹。
    20世纪80—90年代是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受到严重挑战的时代，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全面复兴就
是在对现实主义的批判中完成的。
共和自由主义、贸易自由主义、制度自由主义相继出现，其中以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在学理上对
新现实主义的挑战尤为有力，成为与新现实主义并驾齐驱的理论流派。
到了90年代，温和建构主义兴起，矛头也主要指向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
虽然国际关系的现实和变化给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源泉，但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却以辩
论的一方的身份为这些新学派的兴起提供了学术平台。
所以，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兴起在一定意义上要感谢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学理启迪。
    冷战之后，现实主义在学界处于守势，但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却仍然具有生命力。
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仍然以权力为核心，但取向却表现在两条不同的P161轨迹上面：一是最大现实主
义，二是最小现实主义。
最大现实主义将现实主义的基本命题发挥到极致，典型代表是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
最小现实主义是放松或偏离现实主义基本命题的理论，只保留某些现实主义的基本命题，比如理性主
义和无政府命题。
最小现实主义包括新古典现实主义等理论，代表人物是沃尔特(Stephen Walt)、格里科(Joseph M
．Grieco)等人。
    进攻性现实主义可以说是激进现实主义，其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米尔斯海默冷战后的一系列论述
上面，代表作是其颇有影响的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
针对各种学派的批评，激进现实主义的回应是更加张扬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更加突出国际体系的无
政府特征，更加强调暴力冲突的不可避免。
1990年，冷战刚刚结束，米尔斯海默就发表了引起很大争论的论文《退向未来：冷战之后欧洲的不稳
定状态》。
该文继承了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认为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否、国家选择战争还是和平，主要是由
国际体系的实力分配决定的。
冷战时期欧洲的长期和平是两极结构、美苏均势和核武器的产物。
由于冷战颠覆了两极结构，使美苏战略均势不复存在，所以，欧洲的巴尔干化很可能出现，欧洲也必
然会变得不稳定起来。
这篇文章的理论框架是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其主要论断也是以结构现实主义原则为判定标准的。
    《大国政治的悲剧》集中反映了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思想。
虽然比起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基欧汉的《霸权之后》和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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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学派的经典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的理论化程度不是很高，但现实主义意识却超过了以往的现
实主义，也超过了米尔斯海默自己在冷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所写的几篇重要论文。
可以说，进攻性现实主义借鉴并结合了摩根索的权力论和沃尔兹的结构论，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
第一，权力是大国政治的根本，大国为权力而相互竞争；第二，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特征和权力P162分
配是国际政治的主要原因因素，这些因素鼓励国家追逐霸权。
米尔斯海默还提出了五个基本假定：(1)国际体系是无政府体系；(2)大国具有相互伤害和相互摧毁的
军事力量；(3)国家永远无法确认其他国家的意图；(4)生存是国家的第一目标；(5)国家是理性行为体
。
这些假定基本上没有超越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
但是，米尔斯海默提出的第三条，亦即国家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拥有多少权力才能保证生存，却使进攻
性现实主义具有了极端现实主义的特征。
所以，国家必然追求无限大的权力，因而争霸也就成为大国关系的必然态势，任何一个上升的大国都
必然成为原来主导国家的敌人。
“国家的最高目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国。
”争霸的结果又取决于经济和军事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
这就是大国政治的必然悲剧。
正因为如此，米尔斯海默预言中国将成为美国的挑战国。
进攻性现实主义是悲观的现实主义，悲观程度超过了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在许多方面也超过了摩根
索的传统现实主义。
但进攻性现实主义基本上坚守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命题，坚持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体系权力分配和单
一理性国家等现实主义的核心假说，甚至将其进一步突出出来，所以，进攻性现实主义可以被称为“
最大现实主义”的典型理论。
    最小现实主义中的派别较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仍然是体系层面的现实主义理论，但放弃了以体系结构作为解释国家行为的惟一重要变量，更
多地包含了自由制度主义的变量，考虑了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的作用。
冷战后体系层面的现实主义继续深入地研究国际制度在减弱国际体系无政府性上的作用。
比如，小国加入国际组织可以加强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制约大国的国际行为。
再比如，军控等领域的国际制度可以弱化安全困境，加强国际稳定。
P163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格里克。
他试图使用现实主义解释欧洲货币联盟。
对于现实主义来说，很难解释在没有强力压制的条件下，国家会放弃重要的主权权益，服从超国家的
国际组织。
格里克虽然从现实主义的权力概念出发，但认为欧洲货币联盟之所以得以实现，主要是因为国际制度
具有通过投票对权力再分配的功能。
欧洲货币联盟就是德国和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大国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德国为了消除法国、意大利等
国的担心，主动让渡自己的权力，以保证法意等国不必担心合作之后自己的权力会被削弱。
虽然格里克将权力视为重要变量，但他却同时使用了另外一个重要变量，即可以对权力进行再分配的
国际制度。
于是，国际制度就成为一个主要的自变量，而这恰恰是现实主义不能接受的假定。
这样，格里克就在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之间寻找了一条折中的道路。
    第二类是国家层面的现实主义理论，即所谓的新古典现实主义，主要考虑了国家以及国内因素对国
家行为的影响，亦即“倒置的第二意象”理论。
新古典现实主义一方面坚持权力政治这一现实主义的核心命题，另一方面则考虑了国家行为的另外一
个层面，将国家理论扩展到国际、国内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将国家定义为功能相似的单一行为体，国家行为受国际体系结构支配。
沃尔兹理论的简约就在于只有一个主要自变量——国际体系结构。
但新古典现实主义则“拓展新现实主义理论，使之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国家同时在国内和国际两个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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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活动。
⋯⋯国家可以通过国内行为来对国际事件做出反应，也可能试图通过国际行为来解决国内问题”。
这样一来，国家的国际行为就不仅仅受国际体系层面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国际、国内两个层次以
及两个层次之间互动情势的影响。
在冷战即将结束的1988年，伊肯伯里(John．Ikenberry)、莱克(David Lake)和马斯坦多诺(Michael
Mastanduno)主编的《国际组织》特刊专门讨论了国内利益分配格局对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国家
领导人动员社会力量的能力等涉及国内进程的国际关系问题。
普特曼(Robert Putman)提出了双层博弈的概念，强调国内结构、国际结构和对外政P164策这三个变量
之间的关系。
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认为国家的对外扩张是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因素国家权力作用的结果。
施奈德对帝国主义的论述则将国内政治进程视为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因，亦即国家“大战略的国内
决定因素”。
新古典现实主义将国内、国际两个层面考虑在内的研究方法虽然部分地牺牲了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的简
约，但解释力却得到了加强。
    第三类则更多的是个人层面的现实主义理论，将政治心理学的认知理论作为主要理论依据。
沃尔特关于结盟的论述是这种理论的典型代表。
沃尔特认为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过于简单，单凭“实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结构无法解释国
家之间的结盟。
因此，他提出了“威胁均衡”(balance of threat)理论。
他说：“尽管均势理论强调安全的重要性，但驱使国家发动战争的并不是总体均势状况，而是每一方
对威胁的感知。
这些感知既来自系统层次的因素，也源于单位层次的因素。
革命通过改变权力分配、增加敌意和增强对进攻优势地位的认识来改变威胁平衡。
这些因素的不确定和促使双方把对方看成特别敌对和危险的因素，使整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
”威胁是一个心理学概念，表示了一个国家对外部威胁的认识，它将对物质性的实力和观念性的意图
两种因素的认知结合起来。
如上所述，在沃尔兹那里，关键的自变量只有一个，即物质性权力的分配；在沃尔特这里，关键性的
自变量却成为国家意图及其对意图的认知。
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将国际政治心理学发展成一种理论，传统现实主义
中也有对于国家意图的诸多论述，但到了沃尔兹理论，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命题成为结构选择，将主
观因素基本排除在理论之外。
沃尔特将威胁和意图作为主要变量，对结盟这一现实主义研究的基本现象进行了分析，这显然偏离了
沃尔兹理论。
他所说的“感知”虽然属于国家决策者的集体感知，但毕竟他的分析单位从体系层次转移到个人
层P165次。
这是冷战后现实主义的第三个特点。
    从冷战后现实主义发展趋势上看，最大现实主义，亦即激进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比古典现实主义和
新现实主义更加强调无政府性的负面意义和权力的重要意义，向着更加极端的方向发展；而比较温和
的最小现实主义却注重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之间的互动，重视国际制度的作用，从而弱化了无政府性
的独特地位，甚至有着向自由主义和其他理论范式靠拢的迹象。
但是，无论是激进还是温和的现实主义，其权力政治这一核心内容始终没有改变。
激进现实主义和温和现实主义所做的努力是在挽救处于守势的现实主义理论，通过加强现实主义的辅
助假设，保持现实主义的核心内容。
可以说，在决策纬度，现实主义仍然是决策者考虑问题的重大前提；在学理纬度，冷战后现实主义，
尤其是新现实主义，处于低潮和守势；在思想纬度，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是不会消失的，并且仍然
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再生性。
P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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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本国际政治科学问题性研究的著作。
书中主要研究了六个问题：一，针对以往定量评估中国综合国力方法中所存在的问题，用等级评估法
代替定量赋值法对21世纪初中国的实力地位进行了衡量；二，针对美国有关中国是维持现状国还是改
变现状国的争论，用证伪方法分析了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政策立场；三，从规范和实证的角度，对分离
主义现象进行了分析；四，采用博弈论的方法，研究了政府更替对国际谈判有何影响的问题，作者认
为，政府更替使谈判双方的信息呈现不对称状况，从而影响谈判所取得的成果；五，考察了冷战后美
国国会中共和党与民主党在军控议题上的斗争；六，评述了现实主义的思想观念和理论范式的发展进
程及相关批判。
通过改进研究方法，读者可以加深对国际政治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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