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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历史研究中，冷战国际史研究不仅着眼于国际间的双边或多边关系，而且还在这一基础上向外
扩展，探讨某一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军事格局的形成和走向；向内延伸，分析在已经形成的世界格
局中各国国内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影响。
故而，就此意义上说，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于国际关系史范畴的新的研究领域。
　　冷战国际史区别于国际关系史的重要特征即在于它的国际性，它是一个国际史。
所谓“国际史”，其含义有两个层面，其一在于，无论是学者队伍和史料来源，还是研究对象和观察
视角，凡在冷战史的范围内，都不能再以某一个或几个国家为中心，而已经构成了一种国际现象；其
二则在于，冷战首先表现为以意识形态、制度为分野的分庭抗礼，不同制度的国家卷入其中，成为一
种世界范围的国际斗争，由此引发美苏集团对各地区、民族或国家事务的卷入，除阵营国家外，处于
中间地带的各民族国家多分别依附于一方，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与两极国际格局的演变已经融为一体
。
这种历史现象的内伸与外延，已不是一般的国际关系史所能囊括的了。
　　1991年，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两德统一为标志，冷战作为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时代结束了。
即之，以俄国档案的解密为契机，一系列前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档案也纷纷见诸于世，加上原有
的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定期公开的档案，学者们可以通过大量的一手材料更加真实地描述和解释冷
战时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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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准联盟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基于大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实证分析)》由孙德刚著。
纵观历史，大国的外交战略通常依靠联盟来实现，因为联盟可在短期内产生力量倍增效应。
领导人有时却偏好“联而不盟”的非正式安全合作类型。
《准联盟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基于大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实证分析)》提出“准联盟外交”的概念和分
析框架，从形成、管理、绩效和终结四个层面展开理论考察，并以二战后大国与中东国家准联盟外交
实践为案例，通过解读外交档案和其他文献加以检验。
研究表明，准联盟外交是联盟外交、伙伴外交和中立外交之外的隐性外交选项，领导人既寻求安全合
作，又避免卷入冲突；既增加朋友，又减少敌人。
准联盟外交也可以是新时期中国安全战略的重要选项，突出中国特色的外交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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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国家层面来看，准联盟外交的形成动因主要是相关国家之间形成了安全共同体、政治共同体、
利益共同体与价值共同体。
通过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安全共同体是准联盟外交形成的最主要动因，政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与价
值共同体往往都是安全共同体的派生物。
从实证研究还可以看出，准盟友之间可交换利益是其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内在动因。
例如，海湾战争以来美国与科威特准联盟的基础实际上是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与科威特提供军事基地
和稳定石油供应之间的交换；法国同某些非洲国家的准联盟外交，实际上是法国提供的经济、军事和
贸易援助与非洲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如发动利比亚战争、在联合国通过的决议等）提供支持的一
种交换。
①国家间在实力上的非对称性、在地位与功能上的互补性更能够促进准联盟外交的形成；实力、地位
和功能上相似的同质性国家之间往往难以形成准联盟关系，也难以开展准联盟外交，非对称性准联盟
外交比对称性准联盟外交更加普遍。
从决策层面来看，领导人个性因素、历史经验、政治体制、压力集团、特权阶层均能够在准联盟外交
的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研究发现，性格内向的领导人往往更容易选择准联盟外交，而性格开朗的领导人更容易选择联盟外交
；历史上结盟失败的国家更容易选择准联盟外交；历史上结盟成功的国家更容易延续联盟外交；西方
民主体制下的国家更容易选择联盟外交；威权政治体制的国家更倾向于选择准联盟外交；受压力集团
影响的一方更容易与另一方开展准联盟外交；一国的特权阶层与另一国特权阶层具有良好互动关系的
国家更容易选择准联盟外交。
与上述各要素相比，决策者的理性选择最为关键；决策者对费效比的理性判断往往影响安全共同体的
产生。
核心决策集团的理性选择直接影响准联盟外交的路径选择，他们的理性判断与价值判断影响准联盟外
交的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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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准联盟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基于大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实证分析)》由孙德刚著，本书力图解决的问
题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新时期中国政府应如何根据国家安全、利益和责任之需要，有所作
为，与他国在安全领域灵活机动地开展合作？
如何科学地理解“不结盟”原则，赋予其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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