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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社会科学理论的主要功能在于“解题”，即回答社会现实中存在的重大困惑。
因此，理论是认识现实不可或缺的工具，而现实的变化又不断推动理论的发展。
在现实主义理论中，均势理论是最古老、最重要的分支之一，有关这一理论的争论也是最为经久不衰
的话题之一。
均势理论认为，面对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威胁，主要大国出于维护自身安全和生存的考虑，倾向于采取
以军备和结盟为主要手段的制衡行为，恢复体系中的权力失衡。
冷战结束后，均势理论的传统命题面临很大的挑战，这是因为美国上升为体系中的霸权国以及其他大
国难以对其构成有效制衡是当前国际政治现实最主要的特征。
在这种情况下，均势理论需要作出必要的发展，以回答现实世界提出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纵观国际关系史可以发现，制衡缺位并不是均势理论需要解决的一个反常，因为在面对霸权威胁时，
主要大国的行为总是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国家在同一时期，都会采取不一样的策略。
它们或者奋起抵抗，或者趋炎附势，或者相互推诿，或者观望逃避。
大国制衡霸权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
各国应对霸权的策略为何会有所差异？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相关问题已经有相当多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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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国际政治中，主要大国围绕争霸与反霸展开的斗争是一种经久不衰的现象。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当面对潜在或实际霸权威胁时，主要大国有时倾向于采取内部自强或外部结盟等
手段应对霸权。
但有时制衡行为的强度可能较低甚至出现制衡缺位的。
情况。
在面对霸权威胁时，主要大国是否会采取制衡行为？
为什么采取制衡行为？
这种行为又为何出现强弱变化？
本书以现实主义均势理论和霸权更替理论为分析框架，从结构压力和霸权正当。
陛的视角，对无政府状态下大国制衡霸权威胁的战略行为作出了理论解释。
在此基础上，本书以拿破仑战争时期欧洲主要大国的策略反应、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的争霸斗争以及
冷战结束后次等大国对美国主导地位的回应作为案例。
将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与现实三者紧密结合，利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对本书的理论命题进行了严谨的
论证和检验。
本书研究的主题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探索的前沿，对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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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丰，1981年10月生，湖北省荆门市人。
2004年、2006年和2009年在南开大学分别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现任教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
主要研究兴趣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冷战后大国关系与国际安全。
译著有《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2009）、《理解国际关系》（2010）、《全球治理：分裂世
界中的联合国》（2010）等。
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欧洲研究》、《外交评论》、《国际政治科学》和Chinese Joumal of
Intemational Politics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译文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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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领导制衡联盟首先，英国并没有在欧洲大陆进行军事上的扩张，而是坚持担任反霸同盟
的领导者和财力援助的提供者，取得对法战争的胜利。
拿破仑一再扩张势力范围，不仅打击主要大国的周边势力范围，而且直接侵害大国的核心利益。
面对拿破仑的扩张，英国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对法国的霸权企图进行抵制：向大陆国家提供大规模财政
援助；向欧洲大陆派遣远征军；在海上和海外殖民地打击法国。
有学者统计，从1793-1815年，英国共向大陆国家提供了6,583万英镑的资助，其中1800-1816年之间提供
的资助为4,430万英镑。
为了反对拿破仑在欧洲大陆的扩张，英国还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其财政来源除税收外，主要是依
赖外贸和殖民地的巨大收益，还依赖财政公债的发行。
1795年法国占领荷兰之后，格伦维尔等英国政治家就考虑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派遣一定规模的英国
陆军开赴欧洲大陆作战，在军事上支持盟国，在心理上稳定盟国。
皮特、坎宁和卡斯尔雷等人确定了英国远征军的主攻方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西北欧，协助荷兰、
普鲁士和德意志等其他邦国收复比利时和荷兰，二是在伊比利亚半岛，同反对拿破仑的西班牙和葡萄
牙盟军并肩作战。
1808年，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发生人民起义后，英国派遣远征军参与了伊比利亚的半岛战争。
1808年8月，威灵顿将军率领第一批英国远征军1.5 万人在葡萄牙登陆，到1815年战争结束时，英国在
欧洲大陆的军队超过10万人，是近代以来英国向欧洲大陆派遣的最大规模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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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2000年9月，我进入南开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开始了自己国际关系学习和研究的历程。
随着知识的积累和兴趣的增强，国际关系理论逐渐成为我集中钻研的领域。
2009年7月，我顺利完成了博士阶段的学习，并且留校任教。
这本书就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可以说是我在国际关系领域学习和研究第一个十年的
阶段性总结，也是未来研究的一个起点。
本书能够出版，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张睿壮教授。
张老师治学严谨，学识渊博，是我学术道路的引路人。
在南开学习的九年间，他培养了我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趣，教导我养成严肃踏实的学风，给予我许多
锻炼和学习的机会，鞭策我在求知的道路上努力探索。
本书的选题和理论框架的成型得益于与他的多次交流，在写作和修改期间，他也多次提出具体的指导
意见，帮助我理清思路、解决问题，使文章避免了许多错误和漏洞。
除了学术以外，在生活上，张老师多年来给予我的关怀和爱护不胜枚举，让我倍感温暖。
一人成木，需有多人浇护。
在南开园，如果说自己曾经有所收获、有些许成绩的话，也是与国际关系系的吴志成教授、韩召颖教
授、王翠文副教授等诸位老师的培养和照顾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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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制衡的逻辑: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是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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