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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站在国际体系重大变革之舟首，回望人类社会进入新世纪发生的一切，纷纭的国际事件让人不得不反
思：百年国际从未像今天这样正经历重大的变革。
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正在对国际体系造成重大冲击，国际格局重心正由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亚太正在
成为国际格局的重心。
国际关系的纵横捭阖，国际力量的此消彼长，使得当今的国际格局出现均衡态势。
布什政府奉行单边主义霸权战略，诱发了美国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已演变为全球性经济危机，在对
世界经济产生重大深远影响的同时，对世界地缘政治造成重大冲击，对国际格局影响深远。
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多方面因素的诱发与综合反映，因此它不但将宣告一个
时代的结束，取而代之的国际格局将是多极与合作，而且将对原有的战争或冷战思维下的国际体系政
治理论产生重大冲击。
美国“普世”文化的特殊中心论建构之塔在倾斜，单极霸权主义经济基础与政治理论引导的根基在动
摇。
随着多极合作格局的显现，国际政治规范性理论建构也同样将面临新的发展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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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融危机在使得“华盛顿共识”面临战后第一次举世质疑的同时，正改变着国际体系内部力量对比结
构，尤其是在世界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体系正经历着历史性的重大变革，成为国际体系理论新
的关注焦点。
　　作者不仅依据丰富翔实的资料，对未来国际体系发展进行了全方位、前瞻性的研析，而且对国际
体系新理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思考。
该书是一部未来国际体系发展研究的力作，不仅对世界各国未来发展战略的制定具有极高的借鉴意义
，而且对研究当代国际问题也具有较强的学术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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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实主义的国际体系转换的根本动因可以归结为三方面的综合作用：一是世界性大国发展的不平衡从
而导致的国家实力的改变，即发展不平衡规律；二是结构内部关键要素的重组、移位或裂变，如苏联
的解体；三是外部因素催化剂，如科技革命、能源危机、环境问题、恐怖主义等。
肯尼思·华尔兹把国际体系变迁的动力从人性转移到了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由于无政府性的存在，
国际体系必然是自助体系，自助体系又必然导致权力政治，结果是军事竞争、势力均衡和国际战争；
国际体系的结构被看作是大国物质力量的分配，而结构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体系的变化是由各
单位实力对比的变化造成的。
现实主义者吉尔平和莫德尔斯基都特别看重国际体系内部各主要国家所谓的“发展不平衡规律”，认
为霸权战争是世界政治体系变化的基本机制。
吉尔平认为，国际体系内部各主要国家的发展不平衡导致了权力竞争的体系危机，其表现方式极有可
能是战争，而最终的结果是国际体系的转换。
近代大国的崛起一般可归结为两个因素作用的结果：一是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及逐步强化；二是经济
、军事以及技术变革在国家利益原则上的应用。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他认为：在各国都认为改变国际体系无利可图时，国际体系就稳定；反之，
如果某一国认为改变国际体系得到的预期收益大于为改变国际体系所需支付的成本时，该国就想改变
国际体系。
莫德尔斯基的“世界政治长波论”提供了一个以各个领导国的兴衰和全球战争为关注重点的周期模式
，同时也提出了一个以领导国的革新因素和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革为中心的进化模式。
在长周期框架中，主要表现为大国力量消长的结构性危机构成了威胁各个体系稳定的全球问题，正是
全球问题的存在为国际体系的进化变革提供了依据和动力，而历史上解决全球问题、实现体系进化的
主要机制便是全球战争和革新因素两者的结合。
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进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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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多极格局走向》：国际问题前瞻性专著，多角度、全方位洞悉大趋势当前国际格局最全面的真
实反映-国际体系内部力量角逐的最新评估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体系未来新探索当代营际体系量新理论
的有益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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