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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外交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联合主办2008年博士论坛。
论坛有三个目的。
第一，搭建博士学术交流的平台。
为了大家能够砥砺学问，激活思想，启迪智慧，进一步推动我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提高学术水平
。
第二，开拓校际师生交流的渠道。
请来一些国内知名的学者和专家来做点评教师。
希望点评和大家的发言讨论能够成为一种平等的交流，从这些交流中撞击出思想的火花，催生学术的
灵感，在今后的学习研究中发扬光大。
第三，启发国际关系学科的学理研究。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博士论坛从2006年起，每年举办一届，每届出版一部专集。
本书是第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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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按发言顺序排列)胡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昊文兵，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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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门洪华，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方长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助理，教授
王逸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正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系主任，教授。
博士生导师王存剐，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学系副主任．教授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地区
与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朱立群，外交学院院长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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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学习感悟创新　——在第三届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博士论坛上的致辞　秦亚青预期收益类型差异与国际
合作国际机制变迁的动因及其批判国际卫生合作中的猎鹿困境与通报机制建设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合作
理论的成就与不足——以国际气候变化合作制度为例国际制度对非成员国的作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国
际合作理论：文本解读与反思国际制度的群体视角国际关系学科史视域下的国际合作研究：一种单向
度的关联分析利益、权力、机制和认同：国际反恐合作的多维分析国际合作理论分析中国欧盟合作国
内观众成本与国际合作当代中国身份定位的演变对其参与国际合作的影响国际关系理论的古希腊根源
：行动者、结构论述模式的剧场假象国际安全合作：一种安全哲学视角的解读后民族主义集体认同的
建构—争论及其启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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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预期收益类型差异与国际合作胡波一、预期收益分配结构在国际合作研究中的地位和研究现状对于什
么是国际合作，学术界已经有比较大的共识，一般都认同罗伯特?基欧汉对国际合作下的定义：“通过
政策协调过程，当行为者将它们的行为调整到适应其他行为者现行的或可预料的偏好上时，合作就会
出现。
”换句话说就是：“作为政策协调过程的结果，当两国政府相互认识到对方政府遵从的政策能够促成
他们各自的目标时，政府间的合作就会发生。
”但，对于国际合作成败的原因，却是众说纷纭，至少存在以下七种不同角度的研究假设：一、绝对
收益、相对收益和互惠影响国际合作；二、行为者的数目影响国际合作；三、未来的前景影响国际合
作；四、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五、认识共同体与国际合作；六、权力分布不平衡导致国际合作；七
、国内政治影响国际合作。
其中，绝对收益、相对收益和互惠，行为者的数目和未来的前景探讨的都是预期收益的分配问题，收
益分配问题是国际合作能否进行的根本原因。
 收益分配问题是国际合作研究的出发点。
“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的动因”，毫无疑问，国家利益或者说预期的收益是国家参与或拒绝国际合作
的最主要动机。
一个国家在合作中必定支出了成本，那么它必然会有一定的收益预期。
如果合作不能带来利益，这种合作根本不可能发生。
但是在国际实践中，行为者们经常在拥有重大共同预期收益的情况下却不能够合作。
在国际制度、认同程度、权力分布和国内政治等影响因素都类似的情况下，国家有的时候能够合作，
有的时候却不能合作。
究竟什么样的预期收益分配结构能够促进合作？
长期以来，研究者们通过对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参与者数目两个层面的研究，给出了大量大相径庭
的解释。
（一）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收益分配问题首先是绝对值的问题，即为绝对收益。
一般来说国家是自私的，国家总是尽可能的扩大自己的利益，而对其他国家的利益漠不关心。
合作是普遍的，合作的障碍主要是欺骗和不信任，这些可以通过国际机制加以改善和解决。
但收益分配结构中也的确存在相对值的问题，国家在关心扩大自己利益的同时，更关心其他人是否比
自己获利更多（Waltz，1959，1979）。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生存压力，国际社会不存在能够防止别国对自己使用武
力侵略或奴役的超国家的力量”（Grieco，1988）。
因此国家对国际合作中的相对收益非常敏感，“国家在任何国际关系中的根本目的都是防止别国在相
对实力上获得优势”。
鲍维尔（R Powell）认为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描述的情况都属于特例，“国家到底是关注相
对收益还是绝对收益，这个问题不取决于国家的偏好，而是取决于国家面临的环境或生存压力。
”随着外部环境和限制条件的变化，国家有的时候将相对收益放在首位，有的时候优先关注绝对收益
。
当国家可以承受使用武力的代价时，对相对收益的关注就会上升，合作变得比较困难；反之，当武力
不再成为国家间竞争的手段之时，对绝对收益的关注就会上升，合作就会相对容易。
查尔斯?利普森则认为在不同的领域，国家对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有不同的关注：在经济领域，国家主
要关注的是绝对收益问题，因而合作容易展开，在军事安全领域，国家主要关注的是相对收益，所以
合作比较困难。
（二）行为者数目与国际合作预期收益分配结构还与行为者数目有关。
对于行为者数目影响分配结构的论述，同样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肯尼思?奥伊认为国际合作的前会随
着参与者的增多而变得越来越黯淡。
因为行为者数目越多，交易成本和沟通成本就会增加，欺骗和控制问题就会增多，同时，对背叛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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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就会越困难。
邓肯?斯奈德却认为相对收益阻碍国际合作的问题仅仅存在于两个国家的情况，随着参与国数目的增多
，相对收益对国际合作的影响会最终消失。
James S．Mosher提出，相对收益可以分为相对比例收益和相对绝对收益，国家数目的增多也有两种方
式，一是新的国家进入国际体系，二是原有国家的合并与分裂。
他批评斯奈德的观点是基于以下假设：1）有新的国家进入国际体系，2）国家关注的相对收益是绝对
值的差异。
而现实情况却是，国家关注的相对收益实际上是比例的变化而非收益绝对值的差别。
现代国际社会中国家数目的减少或增多往往是通过合并或分裂而来的。
因此国家数目的增多并不一定导致相对收益作用的下降。
二、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这两个层次的研究使我们对收益是如何影响国际合作的过程有了基本的了解
，同时也使我们对各个影响因素在国际合作中的作用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但是这些理论和假设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是过于武断，正如海伦?米尔纳所言，“在国际政治中，
任何有关国家绝对优先关注相对收益或绝对收益的论述都是值得怀疑的。
”任何国家都是既关注绝对收益，又关注相对收益的。
在现实中，国家有的时候更关注绝对收益，有的时候更关注相对收益。
与研究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与国际合作的关系一样，行为者数目的大小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同样很难说
得清楚，实际上，行为者的数目与国际合作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
他们之间的逻辑联系还未得到很好的理解和认识，更未得到真正的检验。
其次，这些研究的结论大多很难证实或证伪，基欧汉认为收益分配必须平衡，因为如果不平衡，将导
致行者误判，制造对立而非合作。
格里埃科提出，只有预期的收益在行为者之间平衡分布的时候，合作才有可能发生。
但是“什么样的收益结构才是平衡的、互惠的分布（exchange）；这种平衡、互惠的分配（exchange）
又在何时发生？
”他们并未给出有说服力的答案。
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这些理论的解释力和解释范围。
造成这种状况的一大原因就在于研究者们经常会忽视预期收益类型在收益分配中的作用，另外，缺乏
整体性也是导致研究不能深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他们很少将收益分配问题当一个整体来看待，总是从收益多寡的层次去单独研究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
，从参与收益分配的行为者多少的层次去研究行为者数目与国际合作的关系。
如果我们将整个收益分配结构当作一个整体，它实际上是由分配比例、参与分配者的数量和收益分配
的类型三个层次组合而成。
而且，收益分配问题首先面临的既不是将一个蛋糕做大的问题，也不是有多少人参与分配的问题，而
是能否有多种类型的蛋糕同时满足不同行为者的不同偏好。
换句话说，收益分配问题首先要处理的是收益分配类型的问题，其次是参与分配行为者数目多寡的问
题，最后才是收益分配多寡的计算。
因为，如果不考虑收益类型，一切有关收益大小的计算将是混沌不清的。
军事安全方面的收益和经济方面的收益是很难比较多寡的。
更重要的是，合作谈判博弈过程中必须照顾到不同国家的不同类型偏好。
同样类型的收益，对于不同的行为者的意义则是显然不同的。
然而，研究者们长期将目光聚焦在后两个层次上，究竟国家在国际合作中关注的是绝对收益还是相对
收益？
究竟参与的国家多容易合作，还是参与的国家少容易合作？
研究者们往往莫衷一是。
我们的确很难一个个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只有通过对收益分配问题进行全面整体的研究，才能最
终回答什么样的预期收益分配结构会促进合作。
因此，我们首先必须了解预期收益类型在预期收益分配结构的重要地位和其对其他两个层次的影响。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关系研究>>

三、预期收益类型预期收益类型指的是在国际合作中，参与各国对合作能够产生的收益种类的预期，
各参与成员的预期收益类型分布即为预期收益类型结构。
这个概念有两个前提，首先，预期收益类型必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必须在合作产生的最大边际效
益的范围内，任何不切实际漫天要价的收益均不在本文探讨的预期收益类型的范围内。
其次，预期收益类型如同整个收益分配结构一样，也是动态的。
在讨价还价的博弈过程中，有可能会产生新的收益类型。
在国际合作中，各行为者预期的收益种类会存在不同，这种类型的不同和收益绝对值、相对值还有分
享收益的国家数目一起组成了预期的收益分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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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8年6月21日-22日，由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外交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联合主办
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三届博士论坛在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召开，此次论坛的主题为“
国际合作理论及争鸣”。
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上海外
国语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云南大学、山东大学、暨南大学、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等16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国际关系专业的100余名
博士生和硕士生参加了论坛。
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21位专家学者作为点评人参与了论坛的讨论。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马德秀教授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了讲话。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外交学院党委书记秦亚青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
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研究员、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
事务学院俞正樑教授代表学会分别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发表了讲话。
第三届博士论坛的成功举办，与上海交通大学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
首先要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郭树勇教授。
论坛筹备和举办过程中的各项事宜，事无巨细，郭树勇教授都亲历亲为，为会议成功举办付出了辛勤
的劳动。
感谢15位发言的博士生，他们是论坛的主角。
没有他们的参与，论坛也就没有了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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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关系研究:合作理论及争鸣(2008年博士论坛)》叙述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外交学院、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
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云南大学、山东大学、暨南大学、南京
国际关系学院等16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国际关系专业的100余名博士生和硕士生参加了论坛。
最后评论集结成《国际关系研究:合作理论及争鸣(2008年博士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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