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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北京 100871)。

国际关系的新世纪与外交政策

潘  维

在 2010年夏秋之交,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从日本海到黄海、东海、南

海围着中国巡游了一圈,频繁参与同中国周边国家的 /演习 0。为此,有人兴高采烈,

有人垂头丧气,有人摩拳擦掌。其实, 那条船游来荡去烧银子, 你不理它, 它就什么

也改变不了。 /炮舰外交0属于上个世纪。

回顾 21世纪的头十年,国际关系呈现出与 19和 20世纪颇为不同的特征。突破

以往的认识框架,从具体问题出发,我们有可能获得新的国际政治知识。

一、以往的逻辑

国际关系理论集中关注战争的原因与和平的条件。美国每年花掉相当于全球

一半的军费,维持全球霸权,推迟所谓 /权力转移 0; 中国坚持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0,

主张 /和平发展0,都体现对战争与和平的关注。就战争的原因与和平的条件而言,

教师们主要讲授下面四种产生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些理论为国际关系学科

打下了牢固的知识基础。

/新现实主义 0理论认为,国际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遵循弱肉强食法则。因此,

主权国家之间的实力分配状态塑造国际关系, 左右对外政策。因此, 超级大国是全

球国际关系的支配者;日常的国际关系体现为通过结盟获取势力均衡。 /新 (自由 )

制度主义0理论认为, 20世纪后期, 由于各主权国家 /相互依存 0的新现实,国家实力

主要体现在多边的国际组织中。强权主导 /制度 0, 使国际关系受体制约束, 获得某

种类似国内政治的 /秩序 0。所谓 /英国学派0围绕 /深层次的体制0展开讨论, 宣扬

/国际社会0和 /全球治理0观念,也大体类似。因此, 日常的国际关系体现为大国间

就 /制度 0规则和 /体制 0价值观念进行的斗争。 /建构主义0的国际关系理论则回归

了 19世纪后期流行的 /理想主义0,但去掉了 (和平主义的 ) /理想 0,留下了唯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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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哲学信念,强调观念 /塑造0国家利益, 继而塑造国家的外交行为。塑造和传播观

念的主体未必是主权国家, 还可能是个人和非政府组织。因此, 日常的国际关系属

于观念的战场。上述三种理论在逻辑上有相关性,展示了时代变迁的痕迹。 /新马

克思列宁主义0的国际关系理论坚持 /阶级分析 0方法, 认为世界分成富国和穷国阵

营,即核心区与半边缘区、边缘区。资本主义的逻辑支配这个 /世界体系 0, 使穷者愈

穷,富者愈富。因此, 日常的国际关系体现为 /南方与北方0关于财富分配的斗争。

在海外,不同的学术圈分别信奉上述四种关于战争原因与和平条件的认识, 通

过相关立场的博士论文进行再生产, 使理论 /派系 0自我强化。而我国的国际关系学

术圈经常是西方时髦什么就谈论什么,博士论文大多试图 /综合 0每样理论, 实际却

是 /两张皮0,研究的内容并不与 /理论0紧密相关,主要是就事论事。除了 /皮 0的叙

述常令读者不舒服, /问题意识 0还是在不断增强,值得称道。

进入 21世纪以来,由于新问题层出不穷,用上述四种理论定义和解释那些新问

题经常遇到悖论。于是, 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深化现存理论的兴趣逐渐降温, 政策

导向的研究趋于热络。在我国的国际关系学界, 强调从细致的历史梳理出发, /多研

究点问题,少谈点 -主义 . 0, 也日渐成为共识,呈现出回归我国学界传统习惯的趋势。

历史梳理和历史分析不可或缺, 但全球视野依然是必要的。理论定义现实, 提

供比较和解释, 也提供行动指南。没有了理论, 知识无法积累, /学科 0也就不存

在了。

因为语言的特征,中国在世界上处于某种文明孤岛地位。但中国的发展极为迅

猛,拥有特殊的视角。从疑问出发, 我们或许有能力提出对 21世纪国际关系的新

认识。

二、当前的疑问

以下的五个 /为什么0大概可以刺激我们追求对当代国际关系的新认识。

( 1) 为什么而今大国之间基本不存在发生战争的危险,和平变得明显可以预期?

在 19和 20世纪, 大国间的战争是经常的危险, 也是国际关系学者的主要研究对象。

关于 /世界和平机遇期 0的判断曾经构成中国实行 /改革开放0的重要动力。七十年

代末美苏之间还在竞赛核武库数量, 这种准确判断属于 /杰出 0之类。而今, 和平预

期则是常识,主要国家之间的战争越来越难以想象了。最直观、简单的解释是: 核国

家之间的战争无法产生赢家;而预期打不赢的战争就很难打起来。印度和巴基斯坦

有深刻的利益矛盾,全面战争不仅是危险而且曾是现实。双方拥有了核武器后, 两

国却再也打不起来。也因为如此,在有局部战争危险的地区制止核扩散非常难。在

半个世纪里,核国家的数量翻了一番, 据说还可能扩散到非主权国家的军事组织手

里。然而,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核武器是持续和平唯一重要的原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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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为什么而今 /军事优势 0的作用明显下降? 在 19和 20世纪, 弱肉强食的

/强 0主要体现为强大的军力。蒙古落后, 但可以凭借优势的军事力量建立世界范围

的帝国。日耳曼人对罗马帝国, 满洲人对明朝, 均不脱此 /规律 0。然而,苏联在 20

世纪末期的崩溃,至少部分地被归结为追求军事优势拖垮了经济。在 21世纪初, 美

国拥有空前的、绝对的军事优势, 却被视为相对衰落中的霸权国家。而中国军力迄

今依然属于防卫性质,谈不上先进,却被视为 /崛起 0中的新超级大国。美国确实在

东亚不断寻找机会,甚至制造机会,来加强与韩国、日本、东盟的 /安全合作 0,但中国

在东亚影响的提升并非来自军事行动。用军事行动来 /遏制 0中国, 如同拳打柳絮一

样徒劳。美国军工利益集团不断吓唬自己的人民,为美国寻找敌人。但中国若坚持

走自己成功的路,不闻鸡起舞,那么乔治#华盛顿号在周边的 /演习 0就成了 /演戏 0。

防卫威慑力量可以 /不对称 0,可以 /足够 0,可以如核武器一样廉价和 /有效 0。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挟强大的军事技术优势不断在世界各地打仗, 不断赢得战役, 却

未曾打赢过战争。两场 /反恐0战争 /越反越恐0,军事实力如日中天之际再次遭遇越

战式失败。为何美国依然动辄派航空母舰去耀武扬威,甚至傲慢到用一千万美元一

颗的导弹去打一百美元一个的帐篷? 最简单直观的解释是美国深陷 19和 20世纪的

传统思维模式,或也可归结为制度缺陷催生了庞大的 /军工利益集团 0。然而, 为什

么军事优势在 19和 20世纪可以轻易转换成全面优势,在 21世纪却不灵了?

( 3) 为什么而今大国之间很难彼此定义对方为 (全方位的 ) /敌国 0, 为什么 (为

/安全0 )而进行的传统结盟活动正在丧失吸引力? 定义 /敌我友0是结盟政治的前

提,通过多边的安全结盟在所有领域都削弱对方曾经是 19和 20世纪的惯例。在 19

和 20世纪, 对付法国、德国、苏联,曾经是结盟的主要理由。在 21世纪, 因为很难把

另一个强大的国家或区域国家集团定义为全方位的 /敌方 0, 具有传统军事安全性质

的结盟已不复是大国日常国际活动的主要目标。传统的 /同盟 0被形形色色的区域

经济 /合作组织0所取代。 /华约 0没了 /北约 0依然存在, 却全无确切的敌国对象, 淡

出了新闻关注。日本、韩国与美国结成对付中国的安全同盟, 但两国与中国经济联

系的密切程度却远胜于同美国的经济联系。东盟最初起源于美国领导的对抗中国

的准军事同盟,而今却是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还吸纳了印支三国和缅甸。若不从

/势力均衡0角度看待东盟十国探索 10+ X伙伴关系,那么 / X0数量增多,意味着合

作关系的拓展,而非对中国区域地位的威胁。若中国感到马六甲海峡的石油运输通

道遭到美国威胁,那陆上输油管明显更不安全,甚至连 /恐怖分子 0都有能力切断这

能源通道了。问题是,美国有什么利益阻止中国的石油供应,断绝自己的商品供应,

并与中国打一场全面战争? 为什么大家对 (安全 )结盟逐渐丧失了兴趣,为什么结盟

政治在衰落,为什么中国的快速崛起并未导致中国被视为美国和西方的明显敌国?

我们固然可以简单地判定, 美国一国超强,没有哪个国家敢于结成同盟全面对抗美

国。但也可以说,结盟阻止不了其他国家的生存壮大,没有对抗的必要。然而, 为什

么明显的敌国不复存在,为什么结盟无法阻止其他国家的生存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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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为什么而今的 /大战略 0 (即以地缘考量为出发点, 综合了军事、政治、经济、

文化各方面要素的中、长期全球战略 )丧失了魅力? 在 19和 20世纪, 包括中国毛泽

东在内的出色战略家层出不穷。今天也有国际政治学者渴望成为 /未出茅庐, 先知

天下三分0式的大战略设计者。但是,受国内政治变幻的话题影响, 21世纪的世界变

动不居,今天的战略计划明天就过时, 难以设计有实际操作意义的全球战略策划。

仅在 21世纪的头十年,国际政治舞台上的 /焦点问题 0至少变幻了四次,如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对抗 /伊斯兰恐怖主义 0, 金融风暴,气候变迁, 还不包括新世纪伊始关于

/美利坚帝国 0的喧嚣和稍后 /中国崛起0的热议。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触发了全球慌

乱的应对措施。议题突然冒出, 突然消失,毫无章法线索。所有的这些 /不确定 0, 使

形形色色的国际组织倍感尴尬, 而且穷于应付。什么导致了这种不确定性? 最简单

直观的原因是国内事务的不确定性。金融危机是美国导致的。中国的崛起是中国

导致的。2003年中国的 GDP还只是美国 GDP的 1 /8,而六年后的 2009年就变成 1 /

3还略多。欧元似乎坚挺,却因为小小的希腊而凸显脆弱。一场墨西哥湾的漏油事

故几乎让英国经济的象征 BP公司趴下。国内事务变得异常不确定。国内政治不确

定性导致的国际政治焦点的不确定性成了我们时代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如何应

对 /不确定0,操作相互矛盾的军事、政治、社会、经济、文化 /战略 0是 /国际战略家 0

们面临的一道新难题。美国是 /大战略 0的教学圣地,但美国的战略家们别说 /中长

期 0,就连提前数年也不可能策划出 /大战略0,以应对层出不穷的新 /焦点 0。为什么

当今的国际关系变得如此深受国内政治影响, 如此难以预见,如此不确定?

( 5) 为什么大型的欠发达国家突然获得了 /发展 0的良机? 今天的发达国家, 都

是在 19世纪 /发达 0起来的。在 20世纪,只有发达国家堕入欠发达国家行列的现象

(比如阿根廷,巴西,苏联 ), 没有欠发达国家升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先例。自二战后的

半个世纪里,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差距没有缩小,而是一直在拉大。但在 21世

纪,似乎欠发达国家中的大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机遇, 穷国与富国差距第一次出现

了缩小的趋势。新兴工业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例大幅上升至近半,而且债务占 GDP

的比例平均才 40% ,发达国家则接近 100% ,从债权国变为债务国。不仅拉美的墨西

哥和巴西,甚至黑非洲地区也获得了亮丽的成绩单, 东部和南部亚洲更出现了取代

大西洋成为世界经济重心的前景。相形之下, /西方0和日本则陷入了停滞。为什么

出现了这种与 /世界 (资本主义 )体系 0不相符合的新现象? 最简单的解释是: 在 /第

三次民主化浪潮 0退潮之后,西方列强对欠发达国家内政的肆意干预减少了,而且世

界经济增加了一台新的发动机 ) ) ) 中国。然而, 若印度也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发动

机,我们关于国际政治动力的旧知识能不更新?

三、新世纪里的新逻辑

战争、武力、结盟、和大战略趋于过时, 机构性质的 /国际体制 0黔驴技穷, /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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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0和 /发展0成为新潮, /南方 0获得了丰富的 /发展0机会。如此,流行的 /四大理

论 0还能提供关于现实的定义, 有用的解释, 以及未来行动的指南吗? 按照国际关系

的传统思路,我们可以直观、简单地回答上述看似偶然而且互不关联的问题。但联

系起来看,这五个疑问彼此互为因果,展示着更深层次的新原因。

什么是导致这些疑问的深层次原因? 一言以蔽之, /全球化 0。学者们对 /全球

化 0议论纷纷,却囿于自己熟知的逻辑,不愿让这个新现象挑战我们从 19和 20世纪

经验中获得的理论认知系统。

/全球化 0的定义并不复杂,无非是商品、人员、货币、教育、生活方式和思想的全

球交流,是市场机制和交通、运输、通讯等交流的技术手段扩散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是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0全球化的结果。因此,全球化在物质上表现为技术、商品和

资本的全球化,在思想上表现为资本主义观念的全球化。

苏联帝国体系的崩溃和庞大中国人口的加入, 给全球化注入了决定性的催化

剂, 引发了 /质变 0。如此,全球化突然聚成真正席卷全球的大潮。在 21世纪, 哪

怕国家庞大到如中国和美国的地步,也不可能再 /自给自足 0了。一个最终消费品

的生产往往通过数次原料和配件贸易才能完成, 所谓 /中国制造 0其实是 /世界制

造 0。资本主义市场逻辑下的生产分工使跨国贸易成几何级数飞速发展, 庞大的

/世界贸易组织0显出笨拙的本色, 跟不上时代,各国之间开始自行签订 /自由贸易

协定 0。

如此全球化,有人欢喜, 有人发愁, 有人仇恨。但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 没有哪

个国家付得起隔绝于这个大潮的代价, 落到类似某国的境地 ) ) ) 买不起技术, 找不

到原料和能源供应,产品也没人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而今的 /西方人 0正在变成

/反全球化0的主力军。 /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0数百年前从大西洋周边发动的全

球化进攻或许会以大西洋势力抵抗全球化努力的失败而结束。

在全球化的 21世纪, /国际焦点 0飘忽不定。技术、商品、资本和资本主义思想

像大洪水一样漫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在高低各异、坑坑洼洼的地球上, 在不同地区形

形色色的历史文化条件下, 催生出截然不同的物质和精神结果, 而且是完全不可预

料的结果。这就是 /国际焦点0不确定的原因。面对如此的 /不确定 0,我们当然感到

需要一些确定性,需要机构化的 /制度 0。但 /制度 0与变化中的不确定性是一对

悖论。

在全球化的 21世纪, /不均衡0是常态。全球化不仅在金融贸易领域, 而且在每

个国家的国内事务中制造 /不均衡 0,在国际关系和全部世界事务上制造 /不均衡 0。

传统认识里的均衡以及传统地缘意义上的均衡早晚都会被涌动的大潮所消解。在

这个时代,不均衡是常态, 均衡才是异数。 /转型 0是常态,平静才是异数。正所谓,

/树欲静而风不止 0。寻求 /全球均衡 0的努力是徒劳的。流动的前提是 /差异 0, 有

差异才有流动,有流动就有势, 有势就有 /化 0。全球化方兴未艾,势头正猛, 与中国

人口同样庞大的印度人也势必被卷入,成为继中国之后的新动能。不把全人类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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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上的自由流动称为 /基本人权 0,全球化恐怕停不下来。

在全球化的 21世纪, 敌我友界限趋于模糊。 /敌对 0国家为彼此提供资金、技

术、产品、市场、教育基地,甚至武器。如此,在某一领域的对抗随即被另一领域的合

作抵消,传统的结盟正在丧失功效。今日之 /敌 0,明日是 /友0,而 /亦敌亦友 0的情

形更为寻常。今天刚签完 /战略伙伴 0协议,明天就相互指摘, 甚至以 /制裁 0相威胁。

金融危机期间,中资机构大规模进入拉美,好像是突入了美国传统的 /后院 0,却也稳

住了原料价格,刺激了经济繁荣, 阻止了 /赤化 0蔓延,帮了美国一个大忙。不从 /零

和 0的角度看世界,中国人追求 /双赢 0的调门唱得最高,到处孜孜追求视中国为 /敌 0

的国家给自己当 /战略伙伴 0。虽然西方主导的世界舆论每天都充斥着对中国的批

判,但价值中立的实用主义政策使得中国在世界上几乎没有敌国。

在全球化的 21世纪, /国族0处于人格分裂状态。尽管 /主权国家0之间并不 /相

互依存 0,但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各个部门却相互纠缠在一起, 撕扯着主权国家的内

聚力。 /国族 0这个 17世纪才出现的、貌似坚强的社会组织,在全世界都患上了 /精

神分裂 0症。在国内层面上,怎么说, 怎么做, 都有很多人反对, 说得好听点叫 /多元

化 0。在国际层面上, 政策左一步、右一步, 进一步、退一步, 说得好听点叫 /风险对

冲 0。于是, 中国的爱国主义者们一面指责西方用不值钱的纸币 /蒙 0走中国海量的

商品, 一面又指责西方压迫中国的货币升值。于是, 美国的国际主义者们一面追求

/大中东地区 0民主化,一面又以 /国家利益0为名联手中东最 /专制0的国家,打压那

个地区最 /开化0的国家。

在全球化的 21世纪,军事手段的作用显著下降。世界上的大多数麻烦起源于技

术、商品、资本和资本主义思想的流动, 不是军事实力兴衰导致的, 也无法靠军事手

段解决。因此, 19和 20世纪的 /炮舰政策 0走向没落,和平变成了普遍的预期。美国

拥有超强的军事手段,却在伊拉克惨败, 连阿富汗也搞不定。于是,对付航空母舰或

者太空战的手段依然重要, 军队依然是安全的终极保证, 但诉诸战争手段来解决争

端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了。中国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抵抗 /万一0的军事冒险。

在传统思维模式支配下, 美国政府穷兵黩武, 却坐视本国的基础和高等教育经费不

断萎缩,令人叹息。

在全球化的 21世纪,孩子们在全球互联网的时代长大, 对父辈认为重要的事情

丧失了兴趣。他们不熟悉战争,也不关心战争, 当然更不喜欢战争。他们的思想随

着自己的国际经验而变幻莫测, 他们不在意美国航空母舰去了哪里, 他们为大学毕

业后陷于失业的高概率忧心忡忡。他们学习五花八门的外国语言,在全世界寻求教

育和就业机会。以往的 /代沟 0至少是十年, 而现在三、五年的年龄差距就形成 /代

沟 0。 /不是我不明白, 是这世界变得太快 0。他们中间, 不知是谁, 因为什么,就忽然

踢爆一个各国政府都不得不全力处理的话题。

概言之,技术、资本、商品和资本主义思想的全球化撕扯着 /国族0这个统一体,

使之出现人格分裂,并导致结果高度不确定,导致国际焦点变幻莫测,导致 /敌我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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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垒的虚化,导致 /大战略 0的萧条, 导致军事优势的作用下降,导致和平预期, 导致

/制度0无能为力,也导致大量 /欠发达0国家成为 /发展中 0国家。正因为如此,中国

古典的 /天下观0而今变得饶有趣味。

四、结   论

我们或可如此表述 21世纪国际关系的新逻辑。

1. 全球化在每个国家的内部制造出变幻无常、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也使过去的

/普世价值0都成了特殊价值。国际关系的新焦点由内政的变幻而生,呈现高度不确

定性, 呈现冲突、合作、竞争三种情况。

2. 全球化撕裂主权国家的 /人格 0,没有哪个国家在所有问题领域里都与他国为

敌,一个问题领域内的 /冲突 0可以被另一问题领域内的 /合作0化解, 化解成如中日

关系那样的 (健康 ) /竞争0。因此,军事解决方案越来越变得不可接受; /极 0 (无论

一个两个还是多个 )不复存在;国族的 /霸权0成为过去时。美国不可能称 /霸 0,中国

也不可能。世界进入了 /后极时代0。

21世纪的新逻辑将迫使决策者集中关注内政问题,策划驾驭全球化要素的 /流

动性0。日常的国际关系活动则体现为随时准备谨慎、理性地处理国际关系中的 /不

确定性 0,用一个领域的合作来化解另一个领域的冲突, 争取本国利益的动态平衡。

忽略内政,在国际事务中与新闻界相互煽动, 鲁莽地在单一焦点领域进行孤注一掷

式的冒险,将使本国身陷 /热点 0漩涡,遭遇生存危机的惩罚。

21世纪的新逻辑可以称为 /不确定主义 0或 /政策主义0。其特征是: 在平衡不

断被打破的世界中追求国家利益得失的动态平衡,追求可持续的 /平稳 0。因此, 传

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走向没落,具体的外交政策研究成为热门。

这不是 /主义 0的时代, 不是 /制度 0的时代, 不是单个要素左右成败的时代,不是

哪个 /国族0张扬 /软权力0、/硬权力0、/聪明权力 0的时代,而是后极时代, 是政策时

代,靠谨慎和精明的 /交换0求生存。这个时代以全球化的 /天下0为背景, 缺少英雄、

缺少浪漫、缺少 /大战略0, 却能给人类带来至少数十年的和平与发展黄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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