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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理论对北约扩大的解释及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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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着力理清三支国际关系理论对北约扩大这一重要事件的解说。新现实主义从实力均衡与威胁平衡的观点去解释

北约扩大;新自由主义从相互依赖以获得绝对收益的观点出发解释北约扩大; 建构主义则从共同体价值观的内化或社会化的视角去

分析北约扩大。前两者在解释东欧国家加入北约的缘由方面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而在解释北约吸收新成员国的缘由方面则较乏力。

建构主义理论较全面的解释了东欧国家加入北约以及北约吸纳新成员两方面的内容。将各种理论综合在一起考察北约扩大可以使

我们得出一个更为合理和科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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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结束后至今,北约已经完成了两轮扩大, 并表

示将来仍将继续吸收新成员国。北约扩大不仅促使外

交家们对其加以密切关注,而且也促使国际关系理论

界不断考虑: 何种理论才能更为准确的解说北约扩大

的实际进程。上世纪 90年代末期,国际政治理论出现

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三足鼎立的局

面,
112
这三种体系理论都对北约扩大提出了自己的看

法。本文尝试对此做一简要分析。

一、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及其对申

请国加入北约的解释

新现实主义始终坚持如下的认知: 国际体系是一

种无政府状态的自助体系,如果一个国家要生存下去

并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权利,那么它就必须首先关注

其安全问题。为保证自身安全, 一个国家就必须拥有

足够的权势,其中军事权势是最重要的。同时, 一国对

国际体系中权势分配的变化十分敏感。由于担心其他

国家获得更大的相对收益,一国会努力捍卫并加强其

在国际权势结构中的地位。根据新现实主义的观点,

国家在原则上是不愿意联盟的,因为与他国结成军事

联盟会降低自身行动自由,并存在招致他国敌对的危

险。因此,如果国家无法保持其安全及通过自己的努

力无法捍卫自身在国际权势结构中的地位, 联盟就很

容易形成。

对联盟形成方式的决定因素, 新现实主义存在着

不同的观点。均势理论强调能力, 威胁平衡理论首先

关注的是感受到的威胁。根据均势理论, 国家总是与

弱的一方结合, 正如沃尔兹所说, /如果国家希望增大

权势,他们将加入强势一方。我们将不会看到平衡,而

看到的是一种形成的霸权。这种情形没有发生。因为

平衡,而不是见风使舵( bandw agon)是由体系而引发出

来的行为。国家的首要关注不是去扩大权势, 而是要

保持他们在体系内的地位。0122

这种认识不仅仅适用于大国, 而且也适用于二流

国家。他们与弱国联系起来, 因为处于强势的国家正

在威胁他们。在弱势一方, 他们能够彼此更加敬重并

感到安全。与强势力量结盟或许可以为小国提供一种

危险的安全, 以反对外来国家。同时, 这些小国就存在

着被保护国统治或者压服的危险。为了能够解释均势

理论在现实中遭遇的这一困难, 沃尔兹发展出一种威

胁平衡理论。威胁平衡强调一国感受到的他国意图的

重要性。为消解一种感受到的威胁, 一国需要加入一

#51#



个联盟。

根据新自由主义所持的国际体系的特色是复杂的

相互依赖
132
的观点:由于日益增加的相互依赖,作为在

国际政治中获得国家目标的一种手段, 军事权势已经

丧失了其有效性。生存不再是国家的主要关注, 通过

形成或者扩大国际组织, 国家所获得的不只是安全。

决定联盟是否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利益的平衡, 而不

是威胁的平衡或者权势的平衡。国家最关心的是在相

互依赖的条件下, 最大限度地扩大他们的绝对收益。

尽管许多国家为了寻求安全而平衡他国, 不过他们会

为寻求自身利益而采取见风使舵的举措。

新现实主义观点在解释东欧国家申请加入北约方

面是否合理呢? 用均势理论来解释东欧国家加入北约

的行为与现实发展进程之间差距过大。沃尔兹认为:

在以下的情况下,国家不采取均势机制: 弱国联合在一

起无法获得足够的防务与威慑力量, 以阻止强势一方

对其进行攻击。142理论上讲, 俄罗斯能为这些东欧国家

提供威慑与防务的安全收益。虽然俄罗斯在政治与经

济上存在困难, 但是它具有第二次核打击能力。而且,

俄罗斯实力的降低也为这些东欧国家在与俄罗斯结盟

中拥有了更多的活动空间。然而, 事实上东欧国家没

有这么做。

新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威胁平衡理论对东欧国家加

入北约的解释具有合理性。在广大东欧国家眼中, 北

约不被认为是富有侵略性的组织。而且美国在西欧的

军事主导地位被广泛认可。俄罗斯则不同,东欧国家

现在对俄罗斯的疑虑仍然没有消除。加入北约, 东欧

国家就拥有了一个可以平衡潜在俄罗斯威胁的力量,

从而有了安全感。因此威胁平衡理论是认识东欧国家

申请加入北约的一种较为合理的视角。

新自由主义观点认为: 通过加入北约, 东欧国家能

够获得核保护伞, 并可以在遭受攻击或者受到威胁的

时候, 获得军事援助。拥有了这种外在安全,这些国家

就可以减少用于军事的投资。而如果单独依靠自我防

务,其军事花费要远远高出加入北约所需的防务花费。

从东欧国家的角度出发,实现军队与军事装备的现代

化并使军队调整达到北约标准,以获得最低限度的武

器装备的彼此兼容。这些方面所需花费要比单纯自我

防务的花费少的多。

加入北约, 东欧国家就可以在北大西洋理事会中

拥有投票权力, 在北约军事指挥机构有自己的代表, 并

可以分享北约本身所拥有的大量情报。拥有北约成员

国资格意味着拥有了更大的影响北约决策的权力。欧

洲存在着高度的相互依赖的局面, 无论他们是否加入

北约,都会受到北约决定的影响, 加入北约则可以使他

们拥有北约内的发言权。现在能够威胁北约的惟一国

家是俄罗斯, 面对俄罗斯实力削弱以及艰难的国内转

型,北约遭受攻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加入北约对东

中欧国家而言没有任何军事危险。

冷战后北约在军事上主要是在北约国家领土以外

地区活动,而这些活动主要是由各国自愿主动参加的。

因此,东欧国家在加入北约过程中毫无疑问能够获得

更大的绝对收益。在北约扩大方面, 新自由主义核心

主张是: 如果新旧成员能够在扩大中期望获得绝对的

收益,那么北约应该扩大。因此,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

本结论: 新现实主义关于威胁平衡的观点与新自由主

义在解释东欧国家加入北约方面是有效的。

那么这两种理论在解释北约吸纳新成员国方面是

否合理呢?

二、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解释北约吸纳新

成员遭遇困难

在构建联盟方面, 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都持

如下观点:联盟内部的成员国越少越好。一般而言,一

个国际组织规模越大, 成员国所获的收益就越分散,见

风使舵现象存在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管理成本与促成

各方达成共识方面所需要的花费就越高。

按照新现实主义观点, 在缺乏一个共同威胁的情

形下,北约将最终会衰落下去,甚至北约将会解体而不

是扩大。152从均势视角看, 北约在国际权势结构中的地

位因华约与苏联的解体而有很大的提高, 北约可以不

采取任何行动了。从威胁平衡角度看, 苏联解体了,北

约也应该相应解体。即使不解体, 面临来自俄罗斯威

胁的降低,北约也不需要进一步加强, 威胁平衡理论似

乎能够更准确的预测北约的解体,因为苏联解体了,威

胁不存在了。162

更有甚者,根据新现实主义的视角,北约扩大的惟

一合理理由是预防各种可能出现的威胁。然而正如沃

尔特( Walt )所说, 扩大或许会导致它宣布要防止的威

胁的出现。172如果俄罗斯对西方疑虑加深, 俄罗斯与西

方关系紧张, 那么未来可能就会出现一种现在还没有

的来自俄罗斯的威胁。

退一步讲, 如果预防各种威胁是北约扩大的主要

目标, 那么, 它就应该首先吸入乌克兰与波罗的海国

家,或者一次将所有申请加入北约的国家都包括进来,

或北约扩大完全可以在俄罗斯威胁真正显现的时候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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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然而北约没有那么做, 它在冷战后的第一轮扩

大中挑选了波、匈、捷三国, 第二轮扩大中才吸纳了波

罗的海三国。北约吸纳新成员国的实际进程与现实主

义所设想预防的各种威胁没有一致之处。总的看, 新

现实主义理论在解释北约为何扩大方面是非常苍白

的。北约实际的扩大基本上否定了新现实主义关于联

盟构想的基本假设。

在北约为何吸纳新成员方面, 新现实主义强调平

衡,新自由主义强调绝对收益。现有的关于北约扩大

成本辩论集中于北约成员国将来为扩大提供财政支持

时所作出的贡献。尽管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北约扩大

的花费是适当的,可承受的, 但北约国家间的花费更多

些,负担更重些。而且将北约延伸到不稳定的东欧区

域会给北约带来更多难以预料的结果。

扩大本身实际上是北约在为新加入国家付出更多

的花费。波匈捷以及第二轮加入北约的国家的军事力

量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为改善这种局面,北约希望

申请加入的国家购买更多美国与西欧的防务设备, 由

此而促进北约部分国家的经济发展。实际上, 因为申

请加入北约的国家都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而且其经

济发展水平远远低于北约成员国, 所以新成员国的总

体财政预算严格限制本国用于防务的军事花费。也就

是说, 东欧国家用于武器装备更新方面上的花费非常

有限。因此,新自由主义观点在解释北约吸纳东欧国

家加入北约方面也过于乏力, 难以令人信服。

总的看,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在解释东欧加

入北约方面是适宜的,而在解释北约吸纳新成员方面

则存在明显不足。冷战后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真

正体现了现实主义观点对北约演变的预测,实际上也

是真正能够在短期与可预见未来有效解决欧洲困境和

真正保证欧洲安全的现实方案。然而, 北约在推出和

平伙伴关系计划之后,北约扩大方案迅速实施, 这使新

现实主义对欧洲未来安全的预测失效。因此, 认识冷

战后欧洲安全建构需要突破新现实主义理论认知模

式。在人们日益突破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解释范

式的同时, 新的比较成熟的理论也开始出现,建构主义

成为解释北约扩大的又一重要理论。

三、建构主义理论的解释

(一) 建构主义关于国际共同体扩大的观点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建构主义理论成为挑战新现

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重要解释范式。根据建构主

义, /无政府状态是观念的体现,不是不可变更的客观

事实。主体间的实践活动形成共有观念, 共有观念形

成文化,文化决定了行为体的身份、利益和行为。0182身

份与利益是相互作用的社会结构(如: 制度与文化等)

和社会交流的产物。/国家利益不是如现实主义所言

由权力界定的,而是由认同或身份界定的, 受到社会化

与国际规范的巨大影响。0192/说到底, 人的利益主要是

由观念构成的0, 1102
因此, 国际行为者在做决定时, 会

忠于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共有价值观与准则。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组织是价值、行为模式的

国际共同体的制度表述, 国际组织的起源、构成、目标

以及程序主要由他们所代表的国际共同体的特点以及

合法性标准来决定, 而不是由有效解决问题的功能性

需求来决定的。

国际组织由具体的制度构成。这些制度能够塑造

行为者的身份、价值、利益。在对外关系方面, 国际组

织通过传播其准则及思想的方式扩大自身共同体, 并

在此过程中, 排斥竞争性的价值观和准则。/根据建构

主义理论,最好的和平不是来自于强权或霸权下的强

制约束,也不是来源于根据收益/成本计算而来的社会

契约规范,而来自各主体间的互信和集体认同。01112一

个国际组织的扩大是一个国际社会化的过程。在社会

化过程中,行为者逐渐认同共同体的基本信念以及实

践,并依据共同体的信念与实践而采取行动。社会化

过程实际上就是内化的过程: 一个社会共同体基本信

念与实践内化到共同体每一个成员国内政与社会重建

之中,每个成员可获得共同体的集体身份。就国家而

言,成功内化的标志是:将国际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和实

践融入到国家构建并将这些准则转变为稳定的国内

法律。

在国际社会化中, 国际共同体将其基本的准则及

价值观传输给要求加入该共同体的国家与社会。与国

家相比, 国际组织所拥有的强制力及立法权威并不强

大,作为推动国际社会化的主要工具, 国际共同体影响

大小取决于其将价值观的传播以及对资源控制等因素

融合在一起的能力。

/文化形塑并影响着国家行为体的认同与利益,文

化的变化意味着国家利益的变动。01122因此, 为了成为

共同体的一员,申请国要熟悉共同体的文化, 尽快使共

同体的价值观、根本准则及实践内化到自身国家的实

践过程之中。在此过程中, 共同体将评估申请国是否

真正内化了共同体的价值观和根本准则。当社会化得

到充分发展且共同体认为申请国已具备成员国资格的

标准时,申请国就可以加入该国际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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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申请加入某一国际共同体的国家而言, 被该

共同体接受意味着获得了该共同体的认同,并获得了

共同体政治与价值观的合法性。也就是说,成为一个

具有相似观念国家群体的一员使该国明确拥有了其身

份、政治与社会价值观念的合法性。此外, 申请加入或

者已经加入某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国越多, 有助于在各

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中扩散该组织的价值观念, 并在

与其竞争的价值观的角逐中获得优势地位。

一国对某一国际共同体价值观以及准则的认识,

对该国是否希望加入该共同体有重要影响。申请国与

共同体价值观与准则认同的越多, 它就越希望加入该

国际共同体。建构主义对国际共同体扩大的总体设想

是:如果一个国家真正认同一共同体的价值观或准则,

那么这个国家就会被该共同体接受为其中的一员。该

国将这些价值与准则内化到自身社会与政治体制越

快,那它完全拥有该共同体的成员国资格的时间就

越早。

(二) 建构主义对北约扩大的解释

根据建构主义, 北约不是新现实主义所指认的联

盟,也不是新自由主义所指认的一种功能性的国际组

织,而是一个具有共同价值观念与准则的国际共同体。

北约植根于欧洲大西洋共同体之中, 并实践着个人自

由、多元主义、法治、民主政治参与、私有财产、市场经

济等原则。这些原则都是在国内以及国际领域内界定

合法国家以及正当国家行为的基本价值观。1132北约体

现着该共同体军事与政治层面的内容。

北大西洋条约文本可以以建构主义理论加以解

释。北大西洋条约序言中写到: 签约各国决心捍卫建

立在民主、个人自由和法治基础上的各国的自由、共同

传统和文明。
1142
条约第 2款写到:通过加强自由制度,

增进对这些制度得以建立的原则的更好理解, 以及推

进稳定与幸福之环境,签约各国将致力于发展和平与

友好的国际关系。1152

这两条实际上揭示了北约建立的目标以及行为准

则。通过条约规定以及具体实践, 北约确立了一种民

主国家间的交往模式:通过成员国之间的说服、妥协、

不使用武力和强制的方式, 进行平等对话; 在共识基础

上,各国之间平等交流, 达成协议, 从而获得坚实的合

法性基础。

建构主义如何解释东欧国家加入北约的诉求呢?

建构主义认为: 自社会主义体系在东欧崩溃后, 东欧国

家尽快寻找自身在演变的国际体系中的定位或者身

份。回归以西欧和美国为核心的大欧洲逐渐成为它们

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从建构主义视角来看, 回归欧

洲来自于对北大西洋国际共同体所体现的价值观和准

则的强烈认同。北大西洋共同体是建设国内以及国际

秩序的榜样。东欧国家改革进程也是仿效北大西洋共

同体国家调整本国社会政治、军事外交所奉行的准则

的进程。对东欧国家而言, 拥有北约成员国资格是成

功转变为现代国家及融入大西洋共同体的重要象征和

标志,当然也是它们彻底割断与苏联历史联系的重要

标志。

拥有北约成员国资格的长期目标也是东欧国家实

施国内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并使之获得合法性的主要来

源和动力。北约要求申请加入国进行内政外交等方方

面面的变革,最终使这些国家成为北约的成员。东欧

国家在内政外交方面也的确都作出了深刻的转变, 沿

着北约所确定的标准进行着自我调整。

建构主义如何解释北约需要吸纳新成员国呢? 根

据建构主义理论, 北约扩大的目的是在该地区促进和

加强自由价值观、稳定与多边主义。能够最终拥有北

约成员国资格的远景给希望加入北约的国家提供了一

种激励, 使其致力于国内各项改革,以和平的、多边的

方式,以国际法为基础来处理国际冲突。认同并实践

着北约所体现的价值观的申请国已在内化北约所确立

的准则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如果一个国家令人

信赖地认同北约所体现的自由价值观与准则, 那么这

个申请加入北约的国家就应当被授予北约成员国资

格。申请加入北约的国家内化北约所体现的价值观与

准则越快,它拥有北约成员国资格的时间就越早。

相应的, 冷战后北约第一轮扩大选择波、匈、捷三

国的主要原因在于三国在内化北约所体现的价值观与

模式方面是相当成功的。在地理、历史传统以及政治

文化方面,它们与西欧接近,是东欧地区自由化及民主

化的榜样。内化共同体价值观以及行为模式的速度在

首轮以及第二轮挑选新成员国中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总体而言,冷战后第一轮加入北约的三国和第二轮加

入北约的七国的社会化进程, 要比其他大多数申请加

入但是还没有受到邀请的国家发展的快。

尽管学者总是试图设计规划一种精致完美的理

论,但总是有考虑不周的方面。建构主义也是如此。

建构主义不能全面说明新成员国的选择问题。斯洛文

尼亚是东欧国家中内化北大西洋共同体价值观念程度

较深的地区, 然而,它却没有在第一轮扩大中被邀请加

入北约。这也说明理论与现实之间所存在着一定的差

距。此时,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补充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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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重要。对北约而言, 新成员国越多, 北约花费越

高,其凝聚力就会受到削弱, 获得北约各国立法机构对

北约扩大的支持就越困难。同时, 斯洛文尼亚人口以

及武装力量人数少, 力量弱, 对北约的集体防务无法发

挥较大的功能。在第二轮扩大中, 斯洛文尼亚成为北

约成员国。

总的看,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解释北约扩

大方面显得不够全面。建构主义理论对北约吸纳新成

员国更具说服力。不过,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与

建构主义对北约扩大的解释不应当是相互排斥的, 将

各种理论结合起来观察和分析东欧国家加入北约以及

北约吸纳新成员国的行为将会更为科学。1162也就是

说,申请加入北约的国家更多的是从利益驱动的角度

出发考虑申请加入的。而北约更多的则是从价值驱动

的建构主义角度考察吸纳新成员国的。不过, 申请加

入北约的国家在利益驱动为主的同时, 没有忽视价值

观因素。北约在以价值认同为重的同时, 也没有排斥

现实的考虑,在第一轮和第二轮扩大中, 北约一直不断

的要求希望参加北约的国家提高其防务支出, 尽快实

现其军事力量与北约军事标准的相互融合。

建构主义理论提供了对北约扩大的更简洁、更全

面的解释。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解释北约削弱

或解散方面是具有说服力的,不过,北约的现实发展使

这两种理论在解释北约转变方面遭遇困难。在申请加

入北约的国家尚未牢固树立北约所体现的价值观和北

约国家所实施的政治军事准则之前, 北约吸纳它们加

入将对北约带来实质性的损害。就此而言,北约扩大

本不应该发生。北约实际的扩大使得北约所体现出的

价值观和准则层面的内容成为北约吸纳新成员国的重

要前提。解释北约扩大得以发生的缘由变得也逐渐清

晰起来。

北约扩大所体现的价值观内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

该价值观扩散或社会化的过程。而扩散过程中遭遇的

主要对手则是竞争性的价值观。冲突也主要源于彼此

不同的价值观的竞争。因此, 北约周边国家国内的民

主化过程实际上也就成为北约扩大所希望能够发挥的

重要功能。民主化进程取得成功的国家越多, 北约与

这些国家间和平的希望就越大,反之, 则冲突的可能性

就越大。也就是说, 在以综合的视角考察北约扩大过

程中,将北约所体现的价值观与准则内化到各申请加

入北约的国家,成为北约扩大的重要缘由和长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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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or partner to the United States at least in the security arena, the emerging relationship is likely to remain sta2

ble. Yet , since the U nited States does not want to stop at demanding that Russia accept it s interpretation of

events or its policy orientat ion, serious conf lict betw een the tw o countries cannot be ruled out .

Relations between and Other Countries

27  Analysis on the Issue of / Correct Atti tude towards History0 in Sino2Japanese Relations by  Zhang L ili

/ Correct at t itude tow ards History0 has been the main issue that has inf luenced the basis of Sino2Japanese polit ical

relat ions. It has rooted deeply in history and society. T he Japanese Right Wing took advantage of this issue to u2

nite the Japanese people during the period of economic recession. The author analyzes this issue theoretically and

points out that this is a serious polit ical quest ion in Sino2Japanese relat ions. The resolution of this issue af 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Sino2Japanese relat ions, so the author puts forw ard some suggest ions.

34  On the Im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Political Relationand Economic and Trade Ties of

Sino2Russia by  Zhang Shuxiao & Sun L ili

Now adays Sino2Russia relations is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he relations betw een big countries. How ever, the

imbalance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trade t ies and polit ical relat ion appears now . This paper beg ins with the

study of current situation of Sino- Russia econom ic and trade t ies and polit ical relat ion, and seeks for the reasons

of the imbalanced development , then presents the new w ay to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eco2

nomic and trade t ies and the polit ical relation betw een China and Russia. At last , the authors predict the future

trend of the imbalanced development.

39  American Interests Requirement on the Taiwan Issue as Reflected in A. Doak Barnettps Works

by  L i Zengt ian

After the Cold War, the U nited States has constantly upgraded its substant ial relationship w ith Taiw an and its

arms sales to it , but it finally makes clear again to China that it still st icks to the One China policy and does not

support the independence of T aiw an and its unilateral change of status quo in cross2Strait relat ions.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such a policy looks inconsistent but in fact it is not. T he w orks of A. Doak Barnet t ) A famous

China hand in the U. S. ) in the 1960s21970s could give clear answ ers to it . American interests in Taiw an Bar2

net t ment ioned at that t ime are st ill in ex istence now, and American policy tow ard T aiw an at present has not

gone beyond the framework he designed then.

Theoretical Probe

44  Security Regionalism: A Constructivistps Analysis by  Zheng X ianwu

By comparing w ith rat ionalist theories, this paper argues, const ruct iv ism prov ides powerful explanations for tw o

important theoretical confusions on regional security, that is, security dilemma and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eace

theory highlighted by rationalist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ir theories are able to explain the new realit ies of se2

curity region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ism in the post2Cold War world. Therefore, const ruct iv ist

theories of security regionalism really deserves to be called innovat ive ones.

51  The Rational ity of Explan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of NATO Enlargement by  L i Haidong

The explanat ion of neo2realism theory on NATO enlargement is based on the balance of pow er or bala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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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at . The theory of Neo2liberalism elaborates on NATO enlargement in the context of interdependence and ab2

solute g ains. Const ruct iv ism theory analyses the NATO Enlargement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ization and so2

cializat ion of the sense of value of the community. T he former tw o theories are persuasive in explaining w hy east2

ern European countries apply for the membership of NATO, but arenpt convincing in explaining w hy NATO let

these applicants in. The Theory of const ruct iv ism provides a relat ively sound explanat ion on both sides. Combin2

ing the three theories in explaining NATO Enlargement w ill lead to a more rat ional and scientific conclusions.

Countries and Regions

56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Prospect of the Free Aceh Movement by  Wu Wenx ia

The Free Aceh Movement ( GAM2Gerakan Aceh Merdeka) has become a headache to the Indonesia government.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ree Aceh M ovement have its historical and realist background. With

the aim to solve the issue of Ace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Indonesia has taken a series of comprehensive mea2

sures including polit ical, economical, military and diplomat ic measures. There are now two options for the Free

Aceh Movement : to accept the terms offer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or a peaceful solution, or to resist stub2

bornly and be wiped out by the governmentps armed forces in the end. But the results are the same: Aceh w ill re2

main an integrated part of Indonesia as an autonomous region w ith more special privileges.

61  The Affirmative Action and the Education of American Ethnic Minorities by  Ji Hong

Since the Bakke decision, the 1978 landmark ruling that allow s race to be used as / plus factor0 in public and pri2

vate college admissions, the conservat ive and other opponents of the aff irmat ive action argue that policy based on

race or ethnic statues is unconst itut ional, oppose race2based preferences in college admiss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minority wants to cont inue racial preferences, as there is the huge academic achievement gap betw een white

and m inority students. It is a fact that the affirmative act ion violates the principle of equal opportunity in the

states; the bat tle over aff irmat ive act ion has ex isted since itps beg inning . The M ichigan af firmat ive action case of

2003 makes the program under dispute again.

68  An Analysis of New Populist Party in Europe by  Yang H ao & Shi Zhiqin

This art icle is a study of / New Populist Party0, a new type of party in the fam ily of European ex treme right par2

ties. It is argued that the latest wave of ext reme right2w ing upsurge is not the revival of New Fascist parties but

the emergence of a new kind of party. T his populist party is an ideolog ically ant i2system party on the right,

claiming to represent the / main st ream0 in the society, w 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highly centralized structure

and a charismat ic leader. Its electoral base is mainly young males w orking in the private sector. The rise of New

Populism is a ref lect ion of profound changes in Western European society .

74  An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 and Trend of Japanps Diplomacy in the New Century by  L i Jianm in

After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becom ing an / ordinary country0,

Japan chooses to demonstrate new characteristic in diplomat ic thinking choices of diplomatic measure. On Japan2

American alliance, United Nat ions diplomacy and economic diplomacy, Japan has elevated nat ional interest to

important posit ion. It is essent ial to analyse these tendencies objectively in order to formulate diplomat ic policy

tow ards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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