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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 中
,

这些发展中国家普遍受到了

不 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严重束缚
。

同时
,

环境污染
、

自然资源
、

人 口与粮食

等全球性问题成为影响并制约 人类生存与

发展的根本问题
。

所有的这一切都须依靠

持续的发展才能得以解决
,

但发展却受到

和平的严重制约
。

美苏对抗成为世界和平

的主要威胁
,

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成为对

世界发展的最严重挑战
。

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
,

邓小平同志作出
“

和平与发展是世界

之主题
”

的判断
。

安会 与发展演化 淆时代 主趁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

冷战结束前

后和世弄格局转换时期
,

世界局势更加动

荡不安
。

邓小平同志清醒地告诉我们
: “

世

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间题
,

如今一个也没

有解决
。 ”

但是
,

随着冷战的余波逐渐平

息
,

全球多极化发展趋势 日益明朗
,

世界

进入较为稳定的时期
。

现在制约整个世界

发展的根本因 素不仅仅是两极对抗造成的

和平问题
,

也不仅仅是不合理的国际秩序

问题
,

而更具有了以动态性与模糊性为特

征的安全间题
。

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性主

题的涵义更加具有 了过程性而非终结性
。

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也从世界大战转向地区

分裂主义
、

民族主义
,

宗教 与种族冲突以

及因人为因素导致的环境危机与经济危机

等
.

这样
,

经济动荡
、

环境污染
、

核扩

散
、

跨国犯罪
、

人 口与资源等问题成为地

区稳定与世界秩序的主要潜在威胁
.

和平

问题逐渐演变为安全 问题
。

建立新的安全

机制
、
倡导新的安全观成为国际社 会的热

点与时代的必然选择
。

与此同时
,

发展的

涵 义也从过去的南北差距与不合理 的世界

政治经济秩序等
,

深入至关系全人类命运

的可持续发展范畴并具有了整体性和长远

性
。

正如 1 9 9 5 年联合国 《人类发展报告》

指出的
: “

发展不仅是人文的和持久的
,

而

且应当是安全的
、

可持续的
. ”

为安全而

不断寻求发展
,

为发展而不断营造安全
,

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

安全的发展与发展

的安全成为时代的主要 矛盾
,

安全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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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相应成为冷战后世界的新主题
。

和平与安全问题既密切相关又各有侧

重
。

和 平基本上相对战争而 言
,

指没 有

战争状 态的现状
,

因而是一种静态
、

表

层性概念
,

涵 义较窄
,

而安全则是一种

动态的
、

涵义宽泛 的概念
,

既包括应然

状 态的维 持与稳 定 层 面
,

也 包括 事物

(务 ) 自身生命力
、

意 志呈 现与拓 展 层

次
,

所 以从本质上说
,

安 全 是 内在的和

自为的
。

安全问题体现于各个领域
,

如政治
、

经济
、

环境等
·

并表现于各个层次
。

既有

部门
、

地区
、

国家安全
,

也有国际
、

全球

安全
,

总体上构成人类安全的各个范畴
。

但从国家角度讲
,

安全具有三种层面的内

涵
,

并依次指示 出国家发展由低级到高级

演进的不同态势
。

首先是状态稳定与延续层次
。

主要体

现为既得利益的维护层面
,

包括 国家要素
(领 土

、

人 口
、

政府
、

主 权 ) 保全
,

政

治
、

社会稳定
,

制度延续
,

经济
、

文化的

可持续 发展以及维系国家生存与发展的 自

然
、

社会与国际环境的稳定与可靠等
。

这

是国家安全演绎的初级形态
,

多数发展中

国家安全处于该层次
,

其次是 力量发展与均衡层次
。

包括一

国政治
、

军事
、

经济
、

文化
、

宗教各领域

及其内部的和谐进步
,

国家各地区
、

各部

门之间的平衡发展以及国家实力增 长与利

益获取的顺畅和有效等
。

而有碍于此则会

构 成对 国家安 全 的威胁
。

所 以 从本质上

说
,

只有实现国内政治
、

经济结构与国际

秩序的合理
、

民主化发展
,

才能持久维护

国家安全
。

第三是意志倡导与表达 层次
。

这主要

指对国 内
、

国际行为规范的理念倡导
、

国

家意志的表露与国际权利的分享等
。

国际

舞台上发展中国家对 自身权益的维护或民

族 (国家 ) 主义
、

发达国家的强权政治与

霸权主义
.

都是其在安全领域的意 志倡导

与表达的体现
.

而不同的安全观念则是导

致冲突与合作的根深蒂固的源泉
。

由此可以看出
,

安全概念具有 自身的

演绎层次
,

安全涵义的变迁与深化正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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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时代矛盾转移的事实
。

纵 观 战后 世 界 发展 历 程
,

本 世 纪 中

叶
,

核武器的出现 及后期导致的美苏核对

抗
,

将人类社 会推 向 自我毁 灭的边缘
,

全

人类的生存环境已成 为世界范 围内的一个

共同关心的话题
。

而发 生在世界各地的诸

多恶劣的环境破环 事件
,

如臭氧层耗损
、

全球气候变暖等
,

显示 出地球环境对人类

安全所构成的巨大挑战
。

所以生存与发展

问题不仅仅局限于国与国之 间
,

而是上至

全球社会
,

下到地 球上的每一位居 民
.

并

最终归结为 人的安 全问题
。

正如美国学者

罗纳德
·

斯蒂尔所指出的
: “

对公 民幸福的

最大威胁越来越多地不是来 自别的国家
.

而是来 自以下这些情况
:

资源缺乏
、

人 口

增长
、

失去控制的城市化
、

大批的移 民
、

环境退化
、

个 人和团体的恐怖 活动以及经

济剥削
。 ”

冷战的结束使和平发展的主要 矛盾转

至全球一体化问题
。

如东南亚金融危机的

肆虐
,

推动了人们对既有国际汇率机制
、

“

东亚模式
”

及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再思考
。

九十年代发生在世界各地的金融危机及其

对世界经济的严重影响更在昭示着这样一

个事实
,

即
“

一个 国家的 内部经济
、

社会

和政治动荡可能严重破坏邻国
,

乃至整个

地区的稳 定
” 。

这 同时也表明一国 国内安

全 与国 际安 全 乃至 全球 安 全是密 不 可分

的
,

世界处于严重相互依赖的时代
。

海湾战争作为世界格局转移的产物
,

曾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

而

部分 由于波黑 内战刺激下的北 约东扩更是

实 行地区安 全 一体 化的 突 出表现
.

近 年

来
,

更广泛的安全体制化建设越来越 占据

国际社会的主要议程
.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

约
、

核不扩散条约及 印巴核试验的公然挑

战所导致的国际热点⋯⋯ 种种迹象表 明
.

安全 问题 已成为制约各国
,

国际社 会乃至

人类发展的终极性主题
,

国际政治经济秩

序重建从根本上是在建筑适应未来发展需

要的安全新秩序
。

所以
,

和平问题一方面由于 冲突的局

部化
、

国 内化而更 多限干 国内
.

失去 了往

日东西问题的总体性与根本性
,

难以涵盖

更广泛的全球与人类生存与发展范畴
,

另

一方面更由于难以渗透至政 治
、

经济
、

社

会各领域中去
,

因而和平作为世 界主题涵

义
,

本身越来越具有安全的内涵
。

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说 冷战后世界的主题应是安 全

与发展
,

这是时代矛盾转变的必然产物
。

安全概念 的抖析

事实上
,

安全与发 展相辅相成
,

安 全

侧重发 展的状态与保证
.

发展则是安 全的

目标与动 力
。

安全与发展时常成 为一个问

题的两个方面而使世界主题更趋一致
。

必须指 出的是
,

和平问题 向安全 问题

的过渡并非以冷战为界
,

而 是一种潜移默

化的过 程
,

尤其在 七十年代后期初见端

倪
,

冷战后则十分 明显
.

认为安全与发展

是冷战后世界的新主题并非否定 已有的认

识与判断
,

而 是对和平与发展之世界主题

认识的深化和理解上的侧重
。

总之
,

安全概念是 突破 了冷战思维的

一种新的观念
,

包括
: 1

.

安全问题不仅指

国家安全
,

而且包括人的安 全乃至全 人类

的安全
; 2

.

它不仅指军事安全
,

更多指环

境
、

经济安全
,

它是一种综合安全
; 3

.

它

不 仅是 一个个孤 立国家
、

相互排斥 的安

全
.

而是一种全球共同的合作安全
。

比如

如何共同迎接艾滋病
、

环境问题甚至最近

的计算机千年问题 (即技术安全 ) 等
,

对

人类生存与发展构成的共同挑战
。

当今人类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

对世

界财富的攫取与争夺主要不是靠军事力量

等
“

硬权 力
” ,

而是建立在以知识为武器

的
“

软权 力
”

基础上
。

东西 问题因两极对

抗的消失而失去其原有 内涵
;
南北问题也

赋予了更新的发展涵义
。

作为指导我们外

交实践
,

与深化对国际政治本质认识的要

求
.

我们必须 突破
“

东 西南 北
”

思维框

框
,

建立新的安全观
,

为世界的安全与发

展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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