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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相互依赖将如何影响国家间的政治关系? 这是一个受到广泛关注

同时又富有争议性的话题,国内外相关研究非常丰富。通过回顾中美两国学者对

于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 ,认为中国关于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主要以借鉴国外相关

研究成果为主, 依然停留于学习和模仿的初步探索阶段, 在此基础上对未来中国

相互依赖理论研究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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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日新月

异,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大,不同国家间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程度日益

密切。与此同时,经济相互依赖如何影响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受到各国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并发展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一个重

要的理论增长点。但是, 同国外相关研究比较, 不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的深

度,中国学者的研究都存在很大的差距。本文从多个角度比较了中美学者在该

问题上的相关研究成果,以期为国内同行研究经济相互依赖的和平效应提供理

论和方法上的借鉴。

关于相互依赖理论的早期研究

早期对于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偏重于主观的价值判断, 表达了一种追求世

界和平的良好愿望,充满了乐观主义的情怀,研究重地在欧洲。

第一阶段为 1912年以前, 以诺曼#安吉尔爵士 ( S irNorm anAngell)的5大幻

觉 6为界。由于这一时期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主要是以贸易为主, 因此研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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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贸易的角度出发分析了贸易与和平之间的关系, 因而被称为 /贸易和平

论 0,代表性人物有埃默里克 # 克吕塞 ( Emeric C ruce)、孟德斯鸠 ( Baron de

M ontesquieu)、亚当 #斯密 ( A dam Sm ith)、大卫 #李嘉图 ( D av id R icardo )、杰拉

米 #边沁 ( Jeremy B entham )、詹姆斯 #密尔 ( JamesM ill)、约翰 #斯图尔特 #密

尔 ( John StuartM ill)、理查德 #科布登 ( R ichard Cobden)等。他们都认为自由贸

易对各参与国家具有巨大的 /纽合 0作用, 可以把国家团结起来, 因此消除贸易

壁垒是实现永久和平的唯一途径, 甚至可能导致国际政治的完全消失。¹ 由此

可见, 在这一阶段相互依赖还并未上升为独立的研究主题。

第二阶段为 1912年至 1945年,许多学者投身于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但研

究重地依然在欧洲。诺曼 #安吉尔爵士的 5大幻觉 6是典型的代表。他在 5大幻

觉 6中预测到,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使战争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破坏性的和代

价高昂的,在相互依赖的情况下, 战争成为一种无异于 /商业自杀 0的无利可图

的行为。法国人弗朗西斯 #德莱塞 ( F rancis D ela isi)指出, /和平最终只能通过

广泛引入自由贸易来确定, ,这将意味着迅速回归到普遍的繁荣, 广泛的经济

相互依赖的法则将大行其道 0。º 但他认为自由贸易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还

需要政治上的合作和协商。戴维#米特兰尼 ( Dav idM itrany )被称为功能主义之

父,而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构成了功能主义研究的出发点。» 爱德华#卡尔 ( E.

H. C arr)在 1942年代的 5和平的条件6中写到,相互依赖已经成为了国家生存的

不可逃避的事实, /国家自决的政治权利必须和眼下迫在眉睫的相互依赖相协

调 0,并对忽略相互依赖这一事实的做法提出了警告。卡尔认为,相互依赖是一

种约束国家的行为。¼

这阶段学者们对于相互依赖的研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 1)研究对象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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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 扩展到经济相互依赖,即包含贸易、投资和金融方面的相互依赖; ( 2)对相

互依赖并未进行准确的界定, 更多的是一种直观判断; ( 3)理想主义色彩严重,

与当时的理想主义学派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早期相互依赖理论研究虽然理论

化程度不高,但是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为全球化背景下的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

提供了诸多启示。

美国学者对于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取代欧洲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镇,这一转变同

样体现于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中。美国学者对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根据侧重点

的不同也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 20世纪 70年代末期,这一阶段的研究以

概念探讨为主。由于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

学派暂时处于低潮,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现实主义

强调政治事务与经济事务相分离。但是随着世界各国间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

学术界重新兴起了对经济相互依赖的政治后果的研究兴趣, 学者们就如何界定

和衡量相互依赖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¹ 最后以罗伯特 #基欧汉 ( Robert

O. K eohane)和约瑟夫 #奈 ( Joseph S. Nye)对相互依赖的权威界定而落定。基

欧汉和奈在 5权力与相互依赖6中认为: /所谓相互依赖,是指国家之间或不同的

行为体之间,有赖于强制力或者说要付出代价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0º

第二阶段为 20世纪 80年代后至今。这一阶段的研究最大的特点在于受到

科学行为主义的影响,相互依赖领域的研究在方法上日益多元化, 案例分析、计

量模型、博弈论和电脑仿真逐渐进入研究的视野并取得重大突破, 研究内容上不

再仅仅局限于贸易和平论, 而且关注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这个阶段的研究从观点上来说可分为以下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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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经济相互依赖促进和平

所罗门 #波拉切克 ( So lomonW. Polachek)首先构建了一个预期收益模型,

认为国家间的冲突将切断双边贸易往来, 减少预期收益, 降低福利, 因此国家为

了提高国内福利将不倾向于挑起冲突, 然后利用计量模型和大样本数据经验统

计,对 1958) 1967年期间 30对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流量和每年的 /净冲突0

( net conflict)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 发现贸易与 /净冲突0两个变量之间存在负

相关关系,从而证明了贸易能减少冲突的假设。¹

波拉切克、约翰#罗伯斯特 ( John Robst)和张远清 (Yuan2Ch ing Chang )通过

扩展波拉切克的模型, 逐一分析了第三方冲突、关税、外交援助、临近性

( contigu ity)、国家大小等对国家间冲突 /合作的影响,他们认为改善贸易条件的

因素 (如外交援助和临近性等 )会减少冲突,而恶化贸易条件的因素 (如关税等 )

会增加冲突以及与大国的贸易相比, 与小国开展贸易更能够减少冲突。º

马克#贾西奥罗斯基 (M ark Gasiorow sk i)和波拉切克考察了美苏缓和时期

贸易与东西方缓和之间的关系,认为东西方国家间的贸易有利于减少冲突, 从而

促进了东西方关系的缓和。» 韩 #多瑞森 ( H an Dorussen)和休 #瓦德 ( Hugh

W ard)认为贸易不仅加强了两个国家间的联系, 还可通过非直接的联系使多个

国家间建立紧密的关系网络,当全球贸易网络变得日益紧密 ( dense )时, 人们之

间的交流加强,形成 /全球共同体0,嵌入这一网络中的国家也更具有合作性。¼

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大发展成为重要的表现和

特征, 因此除了贸易以外, 一些研究还关注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对国家间政治关

系的影响。彼得 #汤普森 ( Peter Thompson)认为, 两国间的对外直接投资 ( FD I)

有利于抑制武装冲突、促进和平。½ 斯蒂芬 #布鲁克斯 ( S tephen G. B rooks)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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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生产全球化与安全的关系。¹ 埃瑞克 #加茨克 ( E rik Gartzke)、李泉 ( Quan L i)

与查尔斯#博默 ( Charles Boehmer)认为经济相互依赖虽然能够通过提高冲突的

机会成本来抑制冲突的发生,但是这种影响是非常小的。经济相互依赖促进国

际和平的真正原因在于通过发送成本高昂的信号来表示决心, 而国际金融和国

际投资等资本的跨国流动由于比贸易的规模更为庞大因而更能有效地发送信

号,从而导致其抑制冲突的作用也更为突出。º

21经济相互依赖导致冲突

肯尼思 #华尔兹 ( K enneth Wa ltz)认为, /紧密的相互依赖意味着交往的密

切,从而增加了发生偶然冲突的机会 0。» 华尔兹还指出, 与国内经济相互依赖

造成一体化不同,国际上的经济相互依赖由于国家对相对获益的关注和对可能

造成的依附的担心,合作将难以进行。由于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 鉴于经济

实力和政治实力之间的可转换性,因此,国家总是担心对方的经济实力会转换成

军事实力,对自己的安全构成威胁,时时处于一种安全困境之中。凯瑟琳#巴比

尔蕾 ( Ka therine B arb ieri)和拉斐尔 #鲁文尼 ( Rafael Reuveny)认为,经济相互依

赖能给各国带来利益, 但是其收益在国内的分配却隐含着冲突的因素。¼ 阿尔

伯特#赫希曼 (A lbertH irschman)则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不对称相互依赖的危

险性。赫希曼认为,国家可能故意与其他国家开展商业往来,造成对方对自己的

依附, 从而使对方难以摆脱其控制, 通过这种手段来影响对方的对外政策,使其

实施对自己有利的政策。½

31经济相互依赖在一定条件下促进和平

从相互依赖的对称性来说,对称性的相互依赖和不对称的相互依赖所导致

的结果也是不同的。巴比尔蕾通过计量模型得出结论:即对称的相互依赖减少

164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第 3期

¹

º

»

¼

½

Brooks S G. The G lobalizt ion of Production and In ternat ional Secu rt iy. Ph. D. d issertat ion, Ya le

Un iversity, 2001

Gartzke E, L i Q, B oehm er C. Invest ing in the Peace: E conom ic In terd 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 on flict. In ternat ional Organ ization, 2001, 55 ( 2) 3912438; Fearon J D. Dom estic Political Aud iences and the

E scalation of In ternat ional Dispu tes. Am er 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4, 88( 3) : 5772592

[美 ]肯尼思# 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185

Barb ieriK, Reuveny R. Econom ic Globalization and C iv ilWar. The JournalO fPol it ics, 2005, 67( 4 ) :

122821247

H irschm an A. National Pow er and the Stru cture of Foreign Trade. B erk ley and LosAngeles: Un iversity

of Cal iforn ia Press, 1980



冲突, 而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导致更多的冲突。¹

还有的研究从相互依赖的战略性和非战略性来讨论相互依赖的政治后果。

所谓战略性相互依赖,指双方交易的商品具有战略性 (如石油 ) , 或者双方交易

的商品供给和需求弹性较小。波拉切克和麦克唐纳 ( Judy M cdonald)提供证据

证明某个国家对另一目标国家的进出口的需求和供给弹性越小, 行动者 -目标

国之间的冲突数量也越小。换言之, 战略性的相互依赖有助于约束国家行为,而

非战略性的相互依赖则难以起到约束国家行为的作用。º

朱迪#麦克唐纳 ( Judy M cdona ld)认为经济相互依赖导致和平的结论是否

成立, 有赖于国家的发展水平。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往来而言,发达国家之

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更加可能导致和平。» 而将民主作为前提条件的研究认为,

只有民主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才会实现和平, 而民主和非民主国家以及非民主

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会导致更频繁的冲突。¼ 鉴于国际制度所发挥的功能,即

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 为国家提供交流的平台等,因此,只有在贸易集团

或者国际组织中各成员间的相互依赖才能实现和平,成员与非成员或者非成员

相互之间的经济往来将导致更多的冲突。½ 戴尔 #科普兰德 ( D ale Copeland)认

为,真正决定冲突或者和平的变量并非当前的贸易水平,而是对未来贸易的预

期,如果当前贸易水平很高,而预期很低, 那么也有可能导致冲突; 如果当前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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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很低,预期很高, 则有可能导致和平。¹ 美国学者约翰 # 奥尼尔 ( John R.

Oneal)和布鲁斯 #拉塞特 ( BruceM. Russett)在民主和平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三

角和平论。该理论将民主、经济相互依赖和国际组织三者结合起来, 认为民主、

经济相互依赖和国际组织三者相互促进, 共同促进国际和平。º

中国学者对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

中国学者对相互依赖的关注始于 20世纪 80年代末。目前国内学者对相互依

赖理论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理论的引入和介绍、理论分析、实证分析。早期

的国内研究更偏重于引入和介绍理论,进入 21世纪后, 中国学者更偏重于理论创

新,在借鉴西方学者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尝试着探索属于我们自己的研究纲领。从

研究方法来看,受到中国国际关系大学科发展的影响,早期的研究主要是以定性分

析为主。最近几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际化步伐的加快以及对研究方

法的重视,中国学者开始关注经济相互依赖对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影响,并且更强调

实证研究的方法,纷纷采用案例分析法、博弈论和统计模型等方法。

11理论的引入和介绍

20世纪 80年代末,中国学者兴起了研究相互依赖的热潮, 但是这一热潮仅

仅维持了三年时间,因为在 1993) 1998年期间,几乎很难看到关于相互依赖方

面的文献。直到 1998年,梅然和苏长和等学者发表关于相互依赖的文章才开始

打破这种沉默。» 迄今为止, 大致还有以下学者对引入和介绍相互依赖理论做

出过努力。

周建平认为欧洲共同体成员国间形成了经济相互依赖的格局。¼ 黄苏认为

区域经济集团化推动了世界经济相互依赖新格局的形成。½ 张蕴岭指出,相互

依赖关系体系中的矛盾是经常的、广泛的,涉及各个方面,体现在贸易领域、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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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流动领域和国际分工领域。¹ 卢林对经济相互依赖理论进行了评介,并介

绍了国际相互依赖理论的发展轨迹。º 聂虹则比较了权力政治与相互依赖在研

究的基本单位、研究问题和主题等方面存在差异,最后指出, 权力政治理论并没

有过时,相互依赖理论适合于解释低度政治, 尤其是经济领域中的问题, 而高度

政治仍需要用权力政治理论来分析。» 王世浚对国际经济相互依赖的概念、马

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相互依赖的论断、西方学者有关国际经济相互依赖的主

要观点从理论上进行了说明与分析。¼ 唐邵欣则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对现代资

产阶级的 /相互依赖理论0进行了评析。½ 余万里较早对经济相互依赖的政治后

果进行了全面评述。¾ 周宝根分别对国内外关于国际贸易、国际生产和国际投

资以及整体上的经济相互依赖对国际安全的影响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梳理。¿

邝艳湘认为目前已有研究中,经济相互依赖促进和平的机制大致可划分为四种:

机会成本说、信号传递说、国内联盟说和外溢效应说。最后指出了相互依赖理论

研究的意义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À

21理论分析型

这一类型的文章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从理论推理的角度来阐述经济相互

依赖对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虽仍然带有文献综述的特点,但已经显示出进行理

论创新的努力。与国外研究相比,中国学者对于经济相互依赖的政治后果的研

究大致有五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以马克思主义为分析方法,认为相互依赖与矛盾冲突是世界经

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统一体,应该辩证地看待,这种观点主要存在于 20世纪 80

年代末期和 90年代早期的国内文献中。邓力平和罗君伟最早提出了这种观点。

他们认为,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 国际分工体系内各国经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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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加深,资本主义各国间经济相互依赖日益深化;另一方面, 战后各国间经济依

赖的深化过程,始终伴随着激烈的矛盾和冲突。¹ 正如上面所述,王世浚也持这

种观点。º 此外,黄苏和徐尧兴认为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内在本质的要求。经济相互依赖孕育着国家干预与

国际调节等形式力图缓解这一矛盾, 但矛盾和冲突是经济依赖中不平衡和不平

等性的必然结果,矛盾冲突反过来又推动着经济依赖关系的向前发展。»

第二种观点认为经济相互依赖促进合作与和平。张蕴岭、祁忠武等也认为,

相互依赖必然带来矛盾和冲突,但是合作与矛盾是相互依赖体系中的两个方面,

在相互依赖的经济体系中形成了一种相互制约的机制,对双方都有制约和牵制

作用, 使合作一般来说不至于发生破裂。¼ 宋国友指出,东亚国家之间为什么能

够在冷战结束后维持长时间的和平和稳定,主要是因为东亚国家之间形成了相

互依赖的局面。½ 余万里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分析中美相互依赖对中美关系的影

响。他认为国家间相互依赖的行为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抽象的作为整体的

国家 (及其政府 ) ,而是社会中的企业、集团和个人。伴随着跨越国界的商品、资

金、技术、信息和人员的交往和流动, 在相互依赖的国家内部必然形成某种跨国

性的利益共存结构。这种利益结构会通过国内政治过程对双边的政治和外交关

系产生作用,推动双边关系朝着稳定的方向发展。¾ 庄宗明与蔡洁对国际贸易

和国际直接投资影响国际冲突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评述, 指出在不加任何限制

条件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都具有显著的消减冲突、促进合作的净

效应。¿

第三种观点认为经济相互依赖将导致矛盾与冲突。卢林认为, 尽管相互依

赖关系为国际合作创造了多种机会, 但它同时也可以是国际争端和冲突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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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根源。¹ 于军认为,相互依赖关系中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国家行为的不自主

以及相互依赖的不对称都使相互依赖具有导致冲突的内在倾向,而不同领域权

力资源的转换则具有使冲突升级的性质, 相互依赖与国际冲突间的内在联系是

由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国家与市场两者的不同逻辑所决定的。º

第四种观点认为经济相互依赖既能促进和平, 也能导致冲突, 具体影响如何

取决于一定的条件。苏长和认为,依赖的不对称性和脆弱性以及由此引起的国

家行为自主性的降低,增加了国家对依赖带来的脆弱性的担心,为减少这种担心

需要国际制度来调整和控制跨国间的关系,使相互依赖关系稳定在一个相对信

任的阶段,以保证相关方安全持久地获益。因此, /高度相互依赖会不会引起国

际冲突与既定国际制度的作用有着重要联系 0»。常欣欣系统地梳理了经济相

互依赖 (贸易 )和平论的历史沿革以及对贸易和平论的质疑和修正,指出经济相

互依赖既包含有促进和平的因素,也包含有诱发冲突的可能,具体分析经济相互

依赖的性质、条件和其他因素, 则会发现经济相互依赖远远不能成为国际和平的

保障。¼

而从体系层面来说,中国学者也关注到了南北国家间的不对称相互依赖,认

为这种相互依赖是引发矛盾与冲突的重要原因。½ /只有 -经济相互依赖 +平等

的依赖关系 . 0才是我们所应争取的构建 21世纪国际和平的经济保障。¾ 郎平

从国家决策的路径入手,引入了 /对贸易收益的判断0这一变量, 认为只有在战

争收益接近于零并且国家对贸易收益的判断为正时,贸易水平的增加才能推动

国家间的和平。¿

第五种观点认为经济相互依赖有其战略限度, 国家的最高目标是确保主权

的不可侵犯性和政治安全,经济往来只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梅然从相互依

赖的定义出发,认为 /维护和平根本不是相互依赖的政治影响中全部的而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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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定的内容。相互依赖既可能给和平带来机会, 也可能招致风险 0。所以相互

依赖并不必然地增进和平, 和平的基本的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相互依赖之外。

宋国友在5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及其战略限度 6中指出美国的对华战略走向将决

定经济相互依赖的作用,而不是相反。¹

31实证检验型

进入 21世纪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开始重视研究方法, 这种发展趋

势也影响了中国学者对相互依赖的政治后果的研究。

庄宗明和蔡洁通过构建模型考察了国际贸易影响国际冲突的机制, 贸易可

以减少发起国对目标国的冲突,同时,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贸易能更好地消减国际

冲突, 然后作者利用亚洲国家 1991) 2000年的面板数据所做的经验分析证明了

国际贸易对国际冲突的确具有显著的消减作用,并能促进国际合作。º 蔡洁与

周世民考察了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冲突的影响,所得出的结论是: 在一国追求本

国效用最大化的条件下,国际直接投资越多则国际冲突越不容易发生, 国际直接

投资的增长可以减少发起国对目标国的冲突。作者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

27个国家及中国、新加坡在 1991) 2000年间的面板数据做实证分析, 证明了国

际直接投资对国际冲突的确具有显著的消减作用, 并能促进国际合作。» 邝艳

湘以多瑞森的模型为基础,通过构建一个动态的多国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国际

贸易的和平效应随着对外开放度的增大以及参与国际贸易体系的国家数目的增

多而加强。然后利用 1980) 1989年和 1990) 2001年有关国家之间的贸易与冲

突数据,实证考察了冷战结束前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国际贸易和平效应的大小。

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与冷战时期相比, 冷战后国际贸易的和平效应

显著增强。¼ 邝艳湘通过借鉴马克 #克里森兹 (M ark J. Crescenzi)的退出模型

( ex itmodel) , ½构建了一个五阶段动态博弈模型,从动态视角考察经济相互依赖

如何影响不同级别的冲突,并着重对经济相互依赖如何抑制冲突升级的内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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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进行了理论研究。主要结论是:随着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国家间发生低级别

冲突的概率将会增加,但是低级别冲突升级为战争的概率下降,即经济相互依赖

有助于抑制冲突的升级。文章最后利用 1949) 2008年中美间政治经济关系的

现实对理论分析的结论做了进一步的说明。该文为考察经济相互依赖在冲突升

级过程中发挥何种作用做出了初步尝试。¹

中美学者关于相互依赖理论研究的比较

近年来国内少数学者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对经济相互依赖和平效应进行

了分析,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中国学者关于经济相互依赖和平效应的研究

还处于起步阶段,在研究深度、研究方法、文献数量等方面同国外相比都存在较

大的差距。通过回顾中国现阶段对于相互依赖和平效应的已有研究, 可以发现

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和不足:

第一,从研究特点来看,中国对于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没有持续性, 大多数

的学者满足于写一两篇相关文章发表, 并未长期深入地研究相互依赖理论及其

政治后果。

第二,从研究团队来看,目前中国从事经济相互依赖和平效应研究的学者人

数不多,且分散在少数高校,各自为阵,相互间的联系和交流较少, 导致国内研究

没有形成一支稳定的研究团队;中国政府机构也没有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 对相

关研究的经费资助缺乏力度。这些不利因素严重阻碍了中国关于经济相互依赖

和平效应问题研究的顺利发展。

第三,从研究方法来看,中国研究中理论分析居多, 实证研究为少, 而理论分

析中, 主观判断者居多,逻辑分析者居少。

第四,从研究主题来看,中国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研究平台和提出自己的研究

议题, 缺乏一个统一的研究纲领,这也是导致中国学者之间缺乏沟通和交流的重

要原因。而目前随着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对外依赖度的不断提升, 已达到

非常高的水平,对于中国自身在改革开放和国际化的过程中将给世界带来什么

样的影响这一最具研究潜力的课题还没有充分挖掘,因此这无疑为我们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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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正如戴维 #莱克 ( Dav id Lake)所指

出的, 中国作为一个全球经济力量的崛起是当今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大变化,但

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开放及其快速增长并没有得到北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

关注, 因此作为中国的学者更应该承担起相关的研究责任。¹

正是由于存在以上问题,以至于从 1986年西方相互依赖理论引入中国的研

究以来的近 20多年时间里,中国关于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依然停留学习和模仿

的初步探索阶段,无论是理论分析, 还是实证检验, 主要以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成

果为主。要想有所突破,还需要从方法论训练、寻找共同的研究纲领上着手。此

外,加强支持力度,为学者们提供共同的研究和交流平台, 建立健全相关数据库

等,也是我们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重要支撑。

虽然国内外研究 /经济相互依赖能否促进和平0问题的文献非常丰富,可是

到目前为止对经济相互依赖领域的和平效应的研究依然没能有效地解决三个核

心问题: ( 1)没有明确经济相互依赖促进和平的内在机理; ( 2)没有明确经济相

互依赖促进和平的具体条件; ( 3)在操作方法上没有找到更好的衡量经济相互

依赖和冲突的指标。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三个核心问题依然是未来相互依赖领域

研究中的重要方向。

更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全球经济力量的崛起已经成为事实,而中国崛起

的国际环境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所崛起的历史环境都有所不同, 这种不同体

现在两个方面: ( 1)我们处于洛克无政府文化中, 这种体系文化逻辑强调 /生存

和允许生存 0,竞争的双方相互承认生存和财产权利,而不是试图去消灭和统治

对方; ( 2)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使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形成了紧密的相

互依赖,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0。因此与美国学者相比, 我们在研究内容上更有

优势: 如何预测中国的崛起将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全球性的经济相互依

赖将如何影响中国的政治进程并进而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 中国又如何在国际

合作中追求最大化的国家利益? 基于中国独特经验的相互依赖研究将不仅为该

领域的研究提供更多的现实基础,丰富和完善相互依赖理论,而且也将为中国的

外交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张业亮 )

172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第 3期

¹ 戴维# 莱克.开放经济的政治学: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9( 8) : 452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