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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国际体系正在经历着延续和变革的双重作用和交互影响。
一方面，既有国际体系仍具有强大的自我维持和整合功能，断言体系变革的最终完成为时尚早；另一
方面，许多新变量的介入使得国际关系的性质在某些方面正在和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这就导致了国际体系内部出现了各种矛盾、困惑，增加了世界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
主权国家范式和去中心化力量之间的相互拉锯即当前国际体系延续与变革的双重作用和交互影响的具
体表现之一。
国际体系的变革不仅反映在力量结构的变化，同时也体现为力量性质的转变。
二战结束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对地区事务和国际事务发挥影响作用的不仅有各国政府及其
政治家，而且还有国际组织、工商企业、新闻媒体、非政府组织，甚至是个人。
简而言之，主权国家不再垄断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新的力量和角色在全球化潮流的裹挟之下，在复杂
世界的某一领域确立边界、拓展影响，从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地实现对国家权力的侵蚀和分割。
由于世界事务的复杂化趋势，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地方性力量往往能够凭借其专业性知识、发达的信息
传递网络和组织化的动员策略在某一领域建立起有时超过主权国家的影响力。
它们声称全球化和公民社会的成长使得主权国家范式已经过时，所有基于国家中心建立起的规则体系
和价值信念都需要受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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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剖析了专业性国际组织的独到优势和目前的瓶颈，指出专业性国际组织对国际关系产生更大的影
响也是必然的发展趋势，缕析了中国与其他非政府专业性国际组织的合作进程及其意义，总结出了与
专业性国际组织加强合作的有效途径，并指出这种使用对中国外交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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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李力，男，法学博士，现任教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政治系，德国国际政治与安全研究所、日本
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外交学理论与实践、中国外交战略、国际
组织与国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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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抛开非政府专业性国际组织自身的局限性不谈
，它们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更容易受到这些国家国内环境的制约。
一方面，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非政府专业性国际组织的工作经常遇到当地政府的阻力。
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各专门领域的政策往往处于不透明状态，有些国家在各专门领域严重欠缺或根
本没有制定关于非政府专业性国际组织活动的政策。
这就使得任何相关的政府机构都可能以各种借口干扰非政府专业性国际组织在当地的工作，导致非政
府专业性国际组织在当地的工作经常处于无法开展的境地。
另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其国内能与非政府专业性国际组织在相应专门
领域开展合作的非政府组织大多发育并不成熟甚至根本不存在，发展中国家因而也比较缺乏从事这类
国际合作的人才。
然而，由于各种政策的不完善或比较严厉的限制，引进的国际人才往往不能顺利进入发展中国家，而
且这种引进也会大大增加合作的成本。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与非政府专业性国际组织的合作中也面临着来自自身内部的类似
的两方面制约因素。
首先，中国政府对于非政府专业性国际组织的基本治理态度尚不明朗。
国际红十字组织与中国的合作可谓非政府专业性国际组织在华活动的成功典范，但除《中华人民共和
国红十字会法》外，专门针对非政府专业性国际组织的法律法规相当欠缺，已有的一些相关法律法规
在某些方面对非政府专业性国际组织在中国开展正当活动施加了不合理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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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作为2003年“非典”危机的亲历者，我注意到了危机期间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关系的发展与变化
，并于2004年5月完成了以此为主题的硕士学位论文。
在博士研究生阶段，我以硕士学位论文为基础，从当代中国外交的视角出发，对专业性国际组织在中
国的影响力及其与中国的合作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入的描述与分析，于2007年5月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
本书即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吸收了近年来理论界和学术界的最
新研究成果，希望能对相关的学术研究和外交实践有所贡献。
在此，谨向恩师金灿荣教授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谢意。
博士学位论文写作期间，他仔细审阅了我的所有文稿。
大到文章框架设计，小到段落语句安排，金老师都给我提出了许多极富价值的建议，论文字里行间浸
透了他的心血和汗水。
多年来，金教援对我的学习和工作给予了莫大的关心与帮助，竭尽全力为我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争
取宝贵的学习机会，为我的学业进步和事业发展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支持。
本书付梓之际，金老师又在百忙之中拨冗作序。
这一切，无不体现了他对学生的无私关爱和支持。
同样令我心中充满尊敬和感激之情的，是我在日本爱知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加加美光行教授。
加加美老师长期饱受病魔折磨，每周必须到医院做三次血液透析才能维持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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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专业性国际组织与当代中国外交:基于全球治理的分析》为国际问题学术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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