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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
——一种现实主义的视角

关孔文

摘 要 现实主义是当今国际关系重要的理论之一，按照极和阶层分化两个维度区分国际体系，在 2008 年肇始于美国的

世界性金融危机中，原来主导世界格局的美国，综合实力受到很大削弱，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对于国际

体系而言，其发展的趋势仍然保持着延续和变革相结合的特点，本文将通过现实主义关于国际体系的基本观点分析，从国

际体系发展的特点入手，浅析当前国际关系体系的现状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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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定义国际体系的特征为无政府状态，并按照极和阶

层分化两个维度对国际体系进行区分。对于国际体系的演变，延

续和变革是其基本形态。而从 2008 年下半年肇始于美国的世界

性金融危机，导致了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对于国际

体系的演变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将通过现实主义基本理论

的分析金融危机后，国际体系的变化及其特点。

一、现实主义关于国际体系的阐述

现实主义学者将国际政治界定为体系，人们以模式化的方式

行事，彼此之间互动的行为模式主要是习惯性的，而由这些假设

出发，现实主义者实现了概念上的飞跃，提出国际政治体系中主

要行为体是各个国家。 对于国际体系的理论和其本质特征，现

实主义学派有着明确的界定。在现实主义中，权力和利益是核心

概念，而其界定的国际体系特征为无政府状态，指不存在超越国

家之上的权威。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国际体系的每个国

家都必然最关心其各自的利益。现实主义者分析国际体系的最

主要维度是极和阶层分化。

体系中的极是指国际体系中使用权力的国家集团的数量，以

权力为中心，包括单极、两级和多级。国际体系结构同时也反映

了阶层分化，指不同国家集团之间资源的均衡分配，根据哪些国

家拥有至关重要的资源，国际体系被划分为不同阶层，而不同的

国际体系具有不同的阶层分化。现实主义者注重体系的延续性，

但也不否认国际体系的变革。

二、现实主义分析后危机时代的国际体系

伴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体系由两极变为美国主导的单极体

系，战后，世界经济得到较快发展，世界格局逐渐出现了“一超多

强”的趋势，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在国际体系中起着主导作

用，但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作为始作俑者，直到 2011年，

美国总体实力仍然下滑，其全球战略呈现出了收缩态势，削弱了

其对全球经济和政治事务的主导。但美国对国际体系的转型仍

拥有其他行为体所没有的影响，而且，在美国度过了经济最困难

的时期之后，也强调其经济的恢复和反弹，并维持在国际事务的

领导地位。

（一）国际体系的变革

现实主义承认国际体系的变革，并将体系变革归结为三个因

素，即行为体以及由此而来的权力分配的变化，体系规范的变化，

以及源自于体系之外的变化。“911”事件之后，美国陷入了阿富

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其软硬实力均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而

2008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则更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的总体实力。美

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在 2008、2009 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1%-2.4%，GDP 占全球 GDP 的比例，也从 2000 年的 30%以上急

剧下降到 2009 年的 23%。伴随着高失业率和政府财政赤字，美

国的经济复苏相对迟缓，经济增长的前景不明确，使美国对世界

经济的掌控能力明显下降，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开始呈现多样

化，而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主要国家的数量及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也

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全球经济体系变革的趋势，这

种趋势的集中体现是二十国集团成为协调全球经济事务的首要

平台，削弱了以美国为核心的七国集团对世界经济的主导作用，

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份额和话语

权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

然而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演变直接影响并促进了世界政治

体系的变化。从政治上看，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行动力都有所下

降，在国际社会中的反恐、人权以及气候等问题中的政策目标无

不受挫。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力不从心，与此相对，国际体系中多

个经济体的崛起使其政治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伴随着欧盟

影响逐渐扩大，日本对政治大国地位的谋求，俄罗斯的迅速复兴，

这些发达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已不可小觑，同时，新兴国家

的影响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大国也在努

力挤进大国俱乐部，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迅速发

展，使中心区和边缘区的互动和相互依赖不断加强，力量差距也

持续缩小。新现实主义强调体系实力结构，主要以体系中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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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体的力量消长以及消长的趋势为标准。在现今国际体系中，

美国的地位和作用下降，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国际力

量对比，推动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新兴国家整体实力上升，这

是世界权力消长和格局变化的明显标志，也是多极化出行的实质

性显现。

现实主义认为，体系规范的变化是体系变革的主要因素之

一。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力量相对下降，世界

经济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际机制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和改

革。奥巴马政府在面对美国经济实力下降的现实，被迫同中国等

新兴大国更多地分享全球智力体系的规制权和话语权,尤其金融

危机爆发后，G20 由部长级也升级为首脑级，G20 国代表了成员

国的共同愿望和利益诉求，对国际体系的发展和变革产生了一定

的影响，同时，新兴国家积极寻求合作，在国际政治体系的变革

中，其特征之一为新兴国家的利益和声音会反映在国际制度的创

建之中。 目前国际机制的变革导致国际体系的变革，体现了国

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同时，新兴规范人道主义干涉也促进了国际

体系的变革，人道主义干涉理念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变得突

出，人道主义干涉指，在人权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以及当国内

解决途径已经穷尽，其他国家采取行动或许能够适当地结束对人

权的破或是，其他国家应该敢于人权破坏发生过的国内事务。

这个规范的变革尽管存在很大争议，但在这个国际体系中，强国

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处于边缘地带的且不具备抵制外来干涉

的弱国、“失败国家”更可能处于从属地位，加大了国际体系内各

行为体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

（二）国际体系的延续

从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国际体系的变革是不争的事实，但

其内在逻辑还是支持体系的延续的。霸权稳定理论者宣称，单极

或有一个霸权主导，带来最稳定的国际体系。保罗·肯尼迪在

《大国的兴衰》中也提出，19 世纪的英国霸权和二战以后尤其冷

战以后的美国霸权给世界体系带来了最大的稳定。在 2008 年全

球性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各项综合经济指标，已经表明，美国作

为一个霸权国家开始衰退，但这种衰退是相对的，且已经处于稳

定状态。也因此，在美国的霸权处于衰退的时期，国际体系的稳

定也能够在较长的时间内持续。

美国对国际体系的主导力量处于相对而不是绝对下降的阶

段。 国际社会的力量对比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美国在其实

力相对衰退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稳定阶段”和“复兴阶段”。虽然

2008 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已然撼动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

和金融货币体系，促使美国在国际社会和危机的压力之下作出了

一系列的调整，但是，这个国际体系并非摇摇欲坠，且美国仍然居

于主导地位，如在美元国际地位的调整和国际体系的话语权设置

等方面仍然具有很大优势。虽然金融危机后，中国、俄罗斯等国

希望加强卢布及人民币在贸易中的结算币种，但鉴于其在国际贸

易中结算比重仍然较小，加之，美国国债仍然是国际市场是最具

流通性的资产。而美国对国际经济体系上的主导和“维稳”，导致

了国际政治体系变革的相对缓慢。美国经历了伊拉克战争、阿富

汗战争等，表明美国有能力摆脱战争造成的不利影响，即使在金

融危机中，美国依然能对国际问题施加重要的影响。同时，非西

方力量在体系建设方面仍然处于上升期的初级阶段。即使在金

融危机，G20 集团会议也是在美国的召集下召开的。虽然 G20 在

国际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导致“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中

“多强”实力增长，削弱了美国的作用，但是，“国际体系中的延续

性因素再一次显示出了非常经久的韧性”，尤其在规制权和话语

权方面还需要经过长时间才能实现与西方分庭抗礼。一方面，当

前非西方力量的提升主要还是停留在经济层面，并且是较为低端

的经济增长方式，新兴大国也只是在二十国集团升级、世界银行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方面取得进展，但在整体的规则制

定和议程设计方面仍然与美国相去甚远。同时，新兴大国在组织

机制和思想上表现出缺乏凝聚力和统一性。各种新机制在规则

的重塑大背景下它们竞相争取资源和合法性支持，并希望按照自

我诉求来设计未来的国际秩序，但各种主张之间往往竞争有余而

合作不足，导致国际体系的变革还需要长时间的演变和博弈过

程，表现出了延续性特征。

三、结论

从现实主义角度分析，2008 年金融危机后，国际体系具有延

续性和变革性，具体呈现出以下特点：从变革性的角度看，由于金

融危机对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冲击较大，伴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

推动了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同时，也削弱了美国对国际体系

的主导作用，促使国际体系发生转型和变革；但从持续性的角度

来看，美国作为“一超”的地位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经济

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依然较大，同时，在美国霸权衰退的过程中，其

国际经济体系依然较为稳定，因此，国际体系仍然表现出持续性

特征。因而，国际体系的转型和改革，主要还是随着经济全球化

的深化和大国在多变和双边框架内的竞争与合作而逐步演进的，

其过程相对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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