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新发展

倪 世 雄

争 不久前
,
我应美中国际关系研究交流委员会 (C IR sPR C ) 的邀请赴美国进行了为期半

年的研究和讲学
,

先后访间了哥伦比亚大学
、

哈佛大学
、

乔治城大学
、

芝加哥大学
、

加州大

学伯克莱分校
、

斯坦福大学等2口多所大学以及若干研究所
,

会见了1。。多名同行 学 者
,

对战

后到7 0年代末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情况
,

进行了初步的考察
。

毋庸置疑
,

近年来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新发展是引人注目的
,

但由于篇幅关系
,
在

这只能作一粗略的介绍
。

一
、

新现实主义
。

新现实主义是近 10 年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出现的最有影响的理论思

潮
。

美国学术界普遍认为
,

华尔兹的 《国际政治理论》 (1 9 7 9年 )是新现实主义出现的标志
。

1 9 8 6年基欧汉主编的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则对围绕新现实主义问题的争鸣意见作了及时

的理论归纳和总结
。

目前
,

美国学者较一致的看法是
,

新现实主义是在新形势下对早期以摩

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的
“
修正

”
和

“

补救
” 。

霍夫曼等学者特别指出了现实主义与新现实
, 主义的三方面区别

:

( l ) 现实主义着眼于 国家
,

强调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 , 新现实主义着眼于体系
,
认为

世界包含着国际政治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
。

( 2 ) 现实主义着重研究国家利益和国家权力 , 新现实主义则着重研究全球国家间的权

力分配
,

主张结构分析
。

( 3 ) 现实主义强调国际冲突, 新现实主义则强调国际冲突与国际合作的结合
。

理查德
.

法恩伯格则归纳了新现实主义的六方面特征 ¹ :

( 1 ) 新现实主义在承认体系作用的同时
,

认为民族国家仍是世界政治的基本组织单位 ,

( 2 ) 新现实主义认为
,

各国政府对私人企业
,

特别是跨国公司和银行的控制越发困难 ,

, ( 3 ) 新现实主义 比现实主义更注重国际经济关系因素 ,

( 4 ) 现实主义较多地注重欧洲事务
,

新现实主义更注重第三世界问题 ,

( 5 ) 新现实主义反对用全球遏制战略来追求美国利益
,

主张通过加强合作和结盟的途

径来实现 ,

( 6 ) 新现实主义主张限制对外政策中思想意识的作用
,

认为对外政策应 以理性和实用

为准则
,
对外政策是加强政治经济联系的窗 口

,

而不是反映意识形态的镜子
。

若将法恩伯格的分析和霍夫曼的分析比较一下
,

可看出两者不尽相同
,

这说明
,

目前美

国学者在新现实主义间题上还没有取得共识
。

二
、

国际政治经济学 (l PE ) 。

自80 年代初以来
,

IP E 在美国发展得异常迅猛
,

就象美

国学术界在40
、

50 年代言必称国家权力和 国家利益
,

在6。
、

70 年代 言 必称世 界体系和相互

依存一样
,

如今则言必称国际政治经济学
。

这几年不仅出现了不少关于IP E 的专著
,
而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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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已普遍开设了IPE 课程
,

IP E的研究队伍已初具规模
。

这次我在纽约
、

华盛顿
、

西雅图
、

旧金山
、

圣地亚哥等地就曾与不少IP E 学者和教授作过较为深入的交谈
,

收获匪浅
。

从有关学奢和教授向我介绍的情况来看
,

IP E 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种新思潮
,

具有以

下 4 个特点
:

( 1 ) lP耳更为 以经济取向
,

注重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 的结合
,

即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

与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化
。

哥伦比亚大学的理查德
·

纳尔森甚至提及
,

IP E 显示出 “单行道”

的趋势
,

就是说
,

国际政治学吸收经济学的原理
,

而不是经济学吸收国际政治的原理
。

IPE

学者试图通过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结 合形成一个新学派
,

以促进社会科学领域中这一交叉

学科的发展
。

( 2 ) IP E 更为以国内政治取向
。

IPE 学者有的是从国际机制研究转向国内机制研究
,

有的是从国际体系研究转向国家层次研究
,
这样就形成国内政治取向的特点

。

( 3 ) IPE 更加注重比较研究
,

如IPE 与相互依存论的比较
,

与国际机制论的比较
, 以

及与世界秩序论的比较等
。

(4 ) IP E 在研究内容上更具体细致
,

特别是关于这两方面的研究
:
国际环境对国内政

治经济的影响及其结果
,

国内因素如何影响一国的对外政策
。

具体的研究内容涉及面越来越

广
,

包括霸权稳定
、

霸权后合作
、

理性选择
、

长波规律
、

相互依存
、

国际机制
、

依附论
、

政

策分析
、

微观管理
、

国家经济手段
、

新结构分析等等
。

以上特点和内容在IPE 的代表著作里均可找到
。

美国学术界 目前公认的代表作有 6 本
,

按出版年份的顺序排列是
:
约翰

·

拉吉的 《相互依存的 自相矛盾》 (1 9 8 3年)
、

罗伯特
·

基

欧汉的 《霸权之后一一世界政治经济的纷争与合作》 (1 9 8 4年)
、

戴维
·

鲍德温的 《国家的

经济手段》 (19 8 5年 )
、

斯蒂芬
·

克拉斯诺的 《结构冲突》 (1 9 8 5年)
、

理查德
·

罗斯克兰

斯的 《贸易国的兴起》 (1 9 8 6年 ) 和罗伯特
·

吉尔平的 《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 (1 987 年)
。

这些书已成了国际关系理论中IPE 的必读书
,

影响渐隆
。

在这次访间中
,

不少美国学者对我说
,

为了发展国际关系
,

培养新一代IP E 学者的任务

十分迫切
,

十分重要
。

美国 目前一代有影响的IPE 学者
,

不是从政治学转向经济学 (如吉尔

平
、

基欧汉
、

鲍德温等)
,

就是从经济学转向政治学 (如纳尔森
、

库泊等)
,

都存在差距和

缺陷
。

今后的新一代IP E 学者将既懂政治学又懂经济学
, “

在他们 头 脑 里 两者兼有之
。 ”

(T h e y ha v e b o t h in th e sr h e a d s ) 这一进程在美国业 已开始
。

这使 我 联 想 起 我 国建

立无产阶级国际关系理论的重任
,

要实现这一重任
,

关键之一是培养我们自己的掌握马列主

义基本原理
,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

熟知政治学
、

经济学 以及其他有关学科的新一 代 理 论学

者
。

这是当务之急
,

又是百年大计
。

在这方面
,

我们不仅应该而且能够比西方学者做得更好
。

三
、

合作理论
。

各种有关合作的理论的出现是美 国国 际关系理论近年来发展的又一特

色
。

较有影响的合作理论有
:

( 1 ) 霸权稳定理论
。

最早由查尔斯
·

金德尔伯格提出
,

当时他称之为
“
领导权稳定理

论 ” ,

以后才改为
“
霸权稳定理论

” 。

根据基欧汉的解释
, “

霸权
”
意指

“
能 完 全 控 制原

料
、

资本
、

市场
、

竟争手段 刀 以及具有世界性的政治影响和军事优势
。

该理 论的核心是认为

霸权有利于建立稳定的国际秩序
,

其要害是强调一国霸权 (即美国霸权) 是实现一个开放的

自由的世界经济和一个和平的稳定的国际社会的必要条件
。

难怪乎该派学者对美国翁业衰败

的现状感到忧心仲忡
,

一筹莫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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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霸权后合作理论
。

这是与霸权稳定理论密切相关的一个值得量视的西方国际关系

理论新动向
。

罗伯特
·

基欧汉等学者看到了美国舫权日落西山的不可逆转性
,

认为摆脱困境

的关键是在不存在一国霸权的情况下组织好合作
,

即霸权后合作
。

与粉权稳定论相比
,

粉权后

合作理论与美国霸权的衰落更有关系
。

然而
,

两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对昔日美国粉权丧

失的惋惜和对现实理论的战略修正
。

基欧汉在 《霸权之后》一书里提出
,

在一国霸权不复存

在的条件下 国际关系主要采取 3 种形式
:
和谐

、

合作和争斗
,
而合作将成为主要形式

。

合作

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利益冲突
,

而是通过政策调整来积极处理冲突
,

实现合作
。

这里的要害仍

然是
,

政策调整要 以美国或两个超级大国为主
,

解决冲突要有利于美国的战略利益
。

( 3 ) 无政府状态下合作理论
。

霸权后合作理论已在美国学术界引起较大的反响
。

《世

界政治》杂志曾出专辑讨论这一间题
。

撰稿者认为
,

霸权后合作实质上是一种新的无政府状

态下的合作
。

战后国际关系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

但世界范围的无政府状态 的 实 质 仍未改

变
。

当然说世界仍处于无政府状态并不意味着国家间完全缺乏协调 讥制
,

而是说目前的机制

过于松散
。

该派认为
,

要改变机制松散的情况
,

必须抓住 3 个环节
:
利益一致性

、

预测共同

性和角色关联性
。

只有这 3 个环节环环入扣
,

初见成效
,

才有望实现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
。

在谈到合作理论时
,

霍夫曼和杰维斯都特别地提及两点
:
一是它对现实主义权力论的修

正
。

现实主义强调争夺权力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
。

冲突是其主要形式
。

而合作理论则强调

健全国际机制
,

协调冲突
,

使合作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形式
,

与现实主义的冲突理论迥然不

同
。

二是它与博弈论
、

国际机制论关系密切
。

在用博弈原理研究合作时
,

所用的不再是60 年

代的纯数理博弈模式
,

而转向统计模式
,

对先前纯数理模式抱批判态度
。

两位 著 名 学 者对

1 9 8 4年出版的 《合作的演变》 (罗伯特
·

埃克塞劳德著) 评价甚高
,

并 认 为今后 5
、
6年内将

会有一批关于合作理论的研究成果问世
。

四
、

国际机制论
。 “

国际机制
”
目前在美国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

国际机制意指 “在特

定间题领或呈沮只协调国际关系的原则
、

准则和决策程序
” ¹

,

其针对性是国际社会存在着

的无政府状态
。

国际机制的作用就是可 以提供实现秩序的基本条件
,

以有序代替无序
。

用霍

夫曼的话来说
,

国际机制不仅讲合作
,

而且讲如何实现合作
、

巩固国际体系
,

因此比合作理

论深入 了一步
。 “

国际机制” 工9 7 0年始用于政治经济分析
, 1 9 7 5年约翰

·

拉吉率先用之于国

际组织分析
。

美国学者一般都认为
,

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斯蒂芬
。

克拉斯 诺 主 编 的

《国际机制》 ( 19 83年 ) ,

该书被视为集70 年代以来研究成果之大成
。

在分析 3派 ( 自由主

义
、

现实主义和否定派 ) 的基础上
,

克拉斯诺提出了国际机制的 3个基本特征
:

( 1 ) 改变国际利益的狭隘观念
,

主张以合作互利的长远利益代替争夺权力的眼前利益 ,

( 2 ) 国际机制并不意味主权的转移或放弃
,

而只强调各国的共同责任和采取一致行动 ,

( 3 ) 国际机制为国际关系角色同时提供机遇和限制
。

近10 年来
,

国际机制的研究对象经厉了 4 次转移
:
从最初的国家对外 目标的扩大到相互

依赖的发展
,

然后是从非国家和 国际组织的行为角色的增多到国际合作形式的变化
。

研究范

围亦从经济
、

政治发展到国际体系和军事安全
。

不少学者指出
,

国际机制应用于军事安全领

城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
,
国际机制基本上是理想主义的理论模式

,

虽还不

( 下转第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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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政府
。

作为圆桌会议的两全席之一
,

他
“
感 食品和 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

,

缩 短 墓 建 战

到道义上和政治上有责任保障波兰人达成的 线
,

调整出口结构
,

减少开支
,
包括减少一些

协议” 。 “对建立新的经济秧序 和 政 洽 改 社会拔款
,

控制货币大量投入和采取其他的

革
,

新政府应全力以赴” 。

议会 选 举 的 当 应急措施
,

以制止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
。

天
,
基什查克在议会走廊里向蜂拥而至的记 第二

,

最近一年半至二年时间内将实施

者们说
: “

国内形势是产重的
,

但也不能投 中期符动方案
,

其中心内容为加速经济市场

降啊
。

你们可 以相信
,

对洗衣娘们的通病我 化和食品自给的进程
。

是不能忍受的
。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 第三
,

为实现经济上的战略目标
—

建

一辈子洗脏衣的洗衣娘们不会想象到也可能 立经济新秩序而采取行动
。

它包括对各经济

有干净衣服
。

尽管我在情报和反间谍部门以 成分一视同仁
,
实行商品

—
货币经济

。

及内务部门工作过
,

但我认为
,

生活不都是 基什查克被议会任命为波兰部长会议主

由阴暗面组成的
。

我相信人们
。 ” 波兰统一 席后

,

极力同各方磋商
,

争取组成广泛的联

工人党议员团主席奥热霍夫斯基在介绍基什 合政府
,

但因以瓦文萨为首的团结工会从中

查克的情况时强调
,

鉴于目前悲剧性的经济 作梗
,

并拉拢统一农民党和统一民主党反对

形势和社会
、

政治紧张状况
,

未来的部长会 基什查克组阁
。

在这种情况下
,

基什查克为

议主席和内阁不仅要善于同国会中各派政治 了顾全大局
,

主动向议会提出辞职
。

至此
,

力量达成妥协
,

同时也必须表现出行动的坚 16 天部长会议主席的短暂使命结束了
。

定性和一贯性
。

‘

而基什查克将军恰好具备这 “岁的基什查克长着一头稠密的黑发
,

些条件
。

身体健壮
。

他平时喜欢着便装
,

同反对派谈

基什查克在发表施政演说时强调
,

波羊 判期间更是如此
。

既需要民主
,

又需要纪律
,

只有全民团结一 他的家扁幸福美满
,

其妻是一位波兰经

致才能把波兰建设富强
。

他 说
,

在 经 济 方 济学家
。

儿子在军队服役
,

女儿随其丈夫一

面
,

他不是内行
,

但愿为波兰优秀的经济专 起在伦敦的波兰代表机构工作
。

基什查克喜

家们发挥才能和作用
,

斩棘铺路创造条件
。

欢跑步
、

滑雪
、

骑马
、

狩猎
、

旅游
、

登山和

他还提出新政府将在经济方面做三件事
:

打桥牌
。

(19 8 9年 9 月稿)

第一
,

最近几个月内将千方百计地增加 〔责任编辑 谭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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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对今后世界秩序的调整和加强的意义不可低估
。

目前
,

美国国

际关系理论界正围绕国际机制的定义
、

形式
、

维持
、

变化 4 大课题进行着深入探讨
。

此外
,
杰维斯等在用心理学方法深入研究冲突和威慑战略

,

以及霍夫曼和约瑟夫
·

奈等

在对核时代伦理学的研究方面在过去几年也都取得了新的进展
。

总之
,

这 10 年来
,

美国国际关系理论领域虽没有大的理论突破
,

但仍呈现十分活跃的局

面
。

学者们强调 国际关系理论要反映核时代现实
,

服务于美国战略决策, 要注重各派兼收并

蓄
,

相互溶合
。

学者们还认为
,

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正处于一个产生新的理论体系之前的过渡

阶段
。

对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这一动向
,
我们应用科学的

、

分析的和批评的态度予 以考

察和研究
。

(1 9 5 9年1 0月稿)

〔责任编辑 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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