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世界秩序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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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理想中的世界秩序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

是人们一直关注的问题, 冷战结束后, 这一问题

更是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本文将对国际关系

学界关于世界秩序的概念和模式的研究作一综合

性述评。

一、世界秩序的概念和内涵

在国际关系学界, 有两位学者在 20世纪

60年代对世界秩序下的定义为多数人接受, 一

是法国学者、著名国际政治学权威雷蒙#阿隆

提出的定义。雷蒙#阿隆认为 /秩序0 具有五
种不同涵义: 现实的任何有规则的安排; 各组

成部分的有序关系; 生存的最低要求; 共存的

最低条件; 舒适生活的必要环境。人们认同其

中的第四点即世界秩序就是生活在国际社会的

成员相互共存的最低条件。另一位英国著名国

际关系学者赫德利#布尔认为, 世界秩序是对

人类活动和国家行为所作的旨在维护世界稳

定、和平、合作的一种合理安排。布尔还对世

界秩序和国际秩序的概念作了区别: 第一, 世

界秩序比国际秩序概念的含义更广, 世界秩序

不仅包括国家间秩序, 而且还包括国家内部的

国内秩序以及涵盖了世界政治体系的秩序; 第

二, 世界秩序比国际秩序更重要、更基本, 因

为人类大社会的终极单位不是国家, 也不是民

族、部族、帝国、阶级或政党, 而是个人; 第

三, 世界秩序在道义上优先于国际秩序, 世界

秩序指的是全人类的秩序, 而不是国际社会内

部的秩序。
¹

阿隆的学生,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

斯坦利#霍夫曼从新的角度提出了世界秩序的定
义。他认为, 第一, 世界秩序是国家间关系处于

和睦状态的一种理想化模式; 第二, 世界秩序是

国家间友好共处的重要条件和有规章的程序, 它

能提供制止暴力、防止动乱的有效手段; 第三,

世界秩序是指合理解决争端和冲突, 开展国际合

作以求共同发展的一种有序状态。
º

从三位学者的定义上看, 阿隆和霍夫曼都

倾向于把世界秩序理解为国家间秩序, 而布尔

关于世界秩序的概念, 在含义上更广一些, 内

涵上更深刻一些。

我国学者较多地从现实考虑冷战后世界秩

序这一问题,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慎之先生的

说法, 他认为: 对 /新秩序 0 不可拘泥于名
词, 不论旧秩序、新秩序都是实际存在过、现

在存在着或可能出现的国际力量的对比所形成

的。它是实在的, 不是虚幻的。但是由于倡导

者往往要给它加上道义的色彩, 因而具有口号

的意味。应当透过表象, 把握其实质。为了避

免混淆起见, 也不妨用 /新格局 0、 /新结构0
来称呼它。

对世界秩序理论进行全面阐释的还是霍夫

曼, 他在 1978年出版的 5支配地位, 还是世界

秩序6 一书中, 对世界秩序理论作了进一步的

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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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他认为, 现存的国际秩序主要有三

种结构, 一是超级大国之间核威慑下的均势;

二是有危机处理机制的国际社会, 在危机出现

后, 尽可能避免危机升级为战争; 三是有核军

备控制机制的国际社会。

第二, 他认为世界秩序政策的目的在于使

国际社会在以下几个方面发生积极变化。11国
际社会更公正。在新秩序下不应该是少数大国

支配一切, 而是更多的国家参与, 要注意发挥

非政府组织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作用。21国家
追求的目标更理性。在新秩序下, 国家的追求

不再是领土的控制、资源和市场的占有, 而是

创造出一个有利于国际合作的环境。 31国家间
相互依赖的程度更高。41国际组织的作用更
强。在传统秩序中, 拥有最强大军事实力的国

家控制具有地缘战略意义的地区、给予其盟国

各种支持, 从而使国际社会出现等级制。在新

秩序下, 国际组织的作用将越来越强。51主权
的弱化。国家将更多的主权交给国际组织, 国

家的作用将变小。

第三, 他就世界秩序政策的推行提出具体

的建议。11对国内社会秩序进行改革, 这是实
现世界秩序的一个重要前提; 21各国经济联系
加强,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战争难以发生,

而和平思想深入人心。31在经济联系日趋密切
的基础上, 推动一体化进程, 让各国放弃部分

主权, 建立全球性的跨国机构。

第四, 对美国外交政策提出他的看法。作

为一个美国学者, 霍夫曼无疑很关心美国在国

际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 美国应该谋

求 /没有霸权的领导地位0», 这类似于中国古

代的 /要王道, 不要霸道 0。在霍夫曼看来,

学会当领导而不是当霸主, 应该是美国外交政

策的座右铭。二次大战后, 美国一直以世界领

导自居, 美国霸权正是源于这一世界领导地

位。美国应该反省自己的对外政策, 重新树立

/当领导, 不当霸主 0 的形象。霍夫曼特别提
醒美国政府注意两点: 一是以实力支配、控制

别国的行动往往会导致动乱; 二是单单美国一

家是无力建立世界秩序的。

二、世界秩序的模式

关于 21世纪世界秩序的模式, 各国学者

有多种设想, 总的说来, 可分为理想主义和现

实主义两大类。

一、可归入理想主义一类的世界秩序模式

有 /地球村0 模式、世界政府模式等。
/地球村0 模式由美国学者巴尼特和卡瓦

纳夫在 20世纪 90年代提出, 他们认为, 高科

技的发展已把全世界各地区紧紧地联结在一

起, 各国、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

益广泛, 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国际性的, 如人口

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难民问题等等,

这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在他们看来, 今

后世界的发展过程中, 根本问题将不是国与国

之间的冲突, 而是全球化的推动者与地方化的

维护者之间的冲突。

应该说, 这一模式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注

意的问题, 即科技的发展对世界秩序的影响,

这一影响肯定是深远的, 当今世界, 确实有许

多问题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合理

的解决。但是, 科技的发展即使形成 /地球
村0, 那么, /村庄0 与 /村庄0 之间、 /村

民0与 /村民0 之间能否和睦相处仍是一个问
题。正因如此, 许多学者对这一模式持反对态

度, 认为 /地球村0 是又一个 /乌托邦0。

关于世界政府的模式有多种设想, 其中比

较现实的是对联合国进行改造, 以建立世界新

秩序。联合国是在国联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个

国际组织, 它为各国的沟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

平台, 它协调各方的利益, 并力图通过促进经

济发展、改善健康状况、鼓励尊重人权、制止

部分冲突等为世界服务。在各国际组织中, 联

合国的影响是最大的, 正如黑人作家本#奥克
里所说的, 尽管联合国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

足, /联合国是惟一有能力含糊地表达世界同
一概念、演奏人类交响曲的国际组织0¼。但

是, 联合国远不是一个有权力的政治实体, 相

反, 它常常受制于某个大国或某些国际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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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在符合自己利益时, 会打起联合国的旗

帜, 而在不符合自己利益时, 往往会绕过联合

国, 使联合国受辱。两次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

明显的例子。因此, 世界政府能否在联合国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 还是远没有解决的问题。

部分学者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希望寄托在

对国际法的修改上。他们认为, 人类社会应通过

制定规则确保安全和稳定, 国际法是正在形成中

的国际社会的正式规则框架, 大多数国家将会发

现法律能够对促进和指导广泛利益基础上的合作

起到有力作用, 国际法将使世界从无政府状态转

向更加合作的国际社会, 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过

程中, 国际法的作用至关重要。
½

二、可归入现实主义一类的世界秩序模式

有 /单极霸权0 模式、 /单极主导下的多极合
作0 模式、 /多极均势模式0 等。

前两种模式分别由美国学者查尔斯#克劳瑟

默和另一位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提出。
中国学者也曾提出类似的模式, 即 /一超多强0。

克劳瑟认为, 冷战结束后, 国际格局中最

突出的一点是, 随着苏联的瓦解, 美国成了世

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还

没有哪一个国家能挑战美国的地位。因此, 世

界格局将是一个超级大国与其他几个二流世界

强国并存的局面。

但是, 冷战结束后, 世界上许多重要的问

题单靠美国自己去处理也是不行的。美国需要

盟国的合作。所以, 约瑟夫#奈提出 /单极主
导下的多极合作0 模式, 他认为, 回复到 /两
极世界0 已不可能, 多极化是一件遥远的事

情, 美国的单极霸权会有许多麻烦, 理想而又

现实的模式是 /单极主导下的多极合作0¾。
多极均势模式以基辛格为代表。他认为,

世界要稳定, 道路只有两条: 一是霸权, 二是

均势。与霸权相比, 均势更可靠。基辛格强

调, 没有均势就没有稳定, 基辛格所追求的均

势, 就是世界各地区、各力量中心之间的权力

平衡, 这样的平衡应该是多极的。
¿
早在冷战期

间, 基辛格就提出了著名的 /五大力量中心0
说 (美、苏、中、日本和西欧 ), 他认为这样

的多极均势是世界有序的根本保障。冷战结束

后, 基辛格又指出: / 21世纪的国际秩序会出
现一个似乎自相矛盾的特点: 一方面愈来愈分

散; 一方面又愈来愈全球化。在国与国之间的

关系上, 这个新秩序会更接近 18、19世纪的欧

洲民族国家体系, 而不像冷战时期严格划分的

两大阵营。彼时至少会有六大强权: 美国、欧

洲、中国、日本、俄罗斯, 可能再加上印度,

另外是许许多多中小型国家; 与此同时, 国际

关系已首次真正地全球化了。0À他强调, 在这

样的世界体系中, 秩序仍然只能像过去几个世

纪那样建立在协调和平衡相互冲突的国家利益

的基础之上。

三、中国与国际秩序

19世纪中叶之前, 中国一直是东亚区域秩

序的维护者。中央党校的门洪华先生认为: 朝

贡秩序是中国国内政治统治关系即地方分权在

对外关系上的延续和应用, 它强调 /四夷顺而
中国宁0, /修文德服远人0, /柔远人则四方归

之, 怀诸侯而天下畏之 0。中国对华夷的区分
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 而不是从种族上来强调

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和国际秩序, 其

目的是获得国内稳定和繁荣所需要的外部安

全, 通过予多取少的原则处理周边关系, 是一

种柔性的霸权秩序。
Á
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被西

方的坚船利炮强行纳入世界体系, 开始了中国

融入国际社会的历程。由于被强迫纳入国际秩

序, 中国长期受到列强的欺凌, 领土被肆意瓜

分, 更谈不上主权的维护了。章百家先生认

为: 中国人在 20世纪一半时间里所追求的, 只

是他们在 19世纪所失去的东西 ) ) ) 民族的独
立、尊严和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

由于长期的屈辱, 新中国成立后, 对于二

次大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毛泽东和中国

共产党明确提出了 /另起炉灶0、 /打扫干净屋
子再请客0 的方针。自建国之初起, 新中国便

质疑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用西方学者的话

说, 中国是国际秩序的 /挑战者0, 康奈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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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陈兼先生进一步认为, 中国不仅挑战美国主导

的秩序, 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对苏联发起

挑战。
Â

同时对抗两大超级大国, 不是中国的国力

所能承担的。根据毛泽东主席两霸中争取一霸

的策略, 中美之间的关系逐渐改善, 1971年,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 中国半

信半疑地开始融入世界。中国与欧共体、国际

奥委会、国际标准化组织建立了联系。

1979年后, 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推动下, 中

国加快了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在这一时期,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数量和质量都超过前两个

时期。这其中的标志是中国经过十五年的谈

判, 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

笔者认为, 在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中, 中

国还成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在东南亚金融危

机中, 中国就承担起这一责任。

学者们认为, 中国还应该在新的国际秩序

的建设中, 作出自己的贡献即成为规则制定的

参与者。2002年,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大

报告中阐明了中国在新世纪建立国际政治经济

新秩序的主张: 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 共同

协商, 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经济上

应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 而不应造成贫富悬

殊; 文化上应相互借鉴, 共同繁荣, 而不应排

斥其他民族的文化; 安全上应相互信任, 共同

维护, 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

观, 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 而不应诉诸武

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不过, 中国要在新的国际秩序的建设中作

出贡献, 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在仍然崇尚实力的现代国家体系

中, 中国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国力, 中国只有

发展成为更加强盛的大国, 才能在国际新秩序

的建设中有自己的声音, 用章百家先生的话

说, 就是改变自己, 影响世界。

第二, 在参与国际秩序建设的进程中, 要

有自己的理念。到目前为止, 中国提出的理念

是在两个方面, 一是反对霸权, 赞成多极化;

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这两个方面在西方

都碰到挑战。西方的一些学者认为, 多极化也

并不一定能带来世界和平, 二次大战前世界就

是多极的 (英法、苏、德意、美、日 )。而目

前西方流行的人权大于主权则恰与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中的互不干涉内政相对。

第三, 要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中一些规则的

制定。哈佛大学的江忆恩教授认为, 中国在融

入世界后, 主动性不够, 在国际组织中很少提

出建设性的主张。这是中国的学者和外交家们

所面临的一个任务。

第四, 在注重国家利益的同时, 要有理想

主义。中国应树立维护国际道义的世界大国形

象。中国吸引世界的不应该仅仅是我们庞大的

市场, 而应该有良好的国际形象。

总之, 对人类理想的世界秩序, 各国学者

从理论到模式都作了有益的探讨, 孰是孰非, 孰

优孰劣, 历史的发展将会作出见证。中国与国际

秩序的关系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在新的世纪里,

中国对国际秩序会作出应有的贡献。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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