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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外交学院是一所教学与研究型的大学。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和中国国际法学会这两大全国性的学会均挂靠在外交学院，为我院的教学与研究提
供了有力的学术上的支撑。
《外交学院学术丛书》的出版无疑是一件一举多得的好事。
首先，丛书的出版适应了中国的外交学与国际关系的研究进入黄金时期的需要。
外交与国际关系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特别是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际形势大变化，中国
国内形势大变化，中国外交大发展，国内国外大互动。
这种形势推动中国的外交学和国际关系等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
所谓“黄金时期”包含以下几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需求大。
对于外交学、国际关系等的研究的需求从来没有像今天如此之旺盛。
世界的变化，中国的变化，中国和世界的变化相互影响，这在国际关系中提出了很多新问题，需要我
们去研究。
中国正在崛起，在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中国面临着许多的机遇，也面临大量的挑战。
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需要我们这些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提出一些好的点子。
中国发生的事情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中国的崛起对国际局势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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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力求将概括性、基础性与前沿性、专业性相结合，但由于写作周期等原因，也由于当今时代是一
个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问题大量涌现的时代，写作完成时，仍感新信息、新元素有所缺失，只有在
以后再版时不断补充进来。
    国际安全研究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学科发展的重点之一，本书的出版也算是一个阶段性成果
。
我所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即成立了国际安全事务研究中心，为研究生开设了诸如“国际安全新视角”
、“全球化与国际安全”、“国际安全概论”等课程，我们还邀请到国外学者来院讲授东亚安全、欧
洲安全机制、军控与出口管理等安全课程，邀请国内外安全问题专家开办了国际安全系列讲座。
2009年新设国际安全与战略的博士生研究方向，并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开设军控与核不扩散的课程等。
我所与国内外同行进行相关学术交流已有多年，我们将课程讲授和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心得尽可能地融
入全书的写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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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国际安全第一节 国际安全概念及其发展一、安全概念安全问题如人类历史一样久远。
中国古代统治者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观念是其对王朝内部安危的思考。
从外部安全来说，西方历史上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城邦国家为其安全而进行的
战斗。
尽管如此，作为国际关系范畴的“安全”概念却直到20世纪后才出现。
1943年，美国报纸专栏作家李普曼（WalterLippmann）在其著作《美国外交政策》中首次使用“国家
安全”概念。
二战结束后，“国家安全”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常用概念，成为汇聚诸如军事事务、对外政策、外
交事务等表征国际关系的新提法。
如今，安全概念被广泛使用，尽管如此，人们对安全概念的界定却一直存在争议。
有的否认安全有确切的含义，认为安全对于不同的个体，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含义。
如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教授、科学行为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卡尔·多伊奇（KarlKeutsch）指出
，安全意味着和平及和平的维护，但是，由于安全作为一种价值，同时是享受其他许多价值的方式和
条件，所以它的含义往往是不确定的。
英国学者彼特·曼戈尔德（PeterMangold）也指出，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是相连的，人们越仔细地观
察它，问题就越多。
现有的安全界定，要么过于宽泛，以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要么过于狭窄，以致引来直接的挑战。
安全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必然意味着不同的境况，这取决于人民必须保卫的东西，并且取决于威胁
的性质。
也有人认为安全是可以做出一般界定的。
美国的哈罗德·布朗（HaroldBrown）就认为，国家安全是这样一种能力：保持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
整，基于合理的条件维持它与世界其余部分的经济联系，防止外来力量打断它的特质、制度和统治，
并且控制它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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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安全概论》：外交学院学术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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