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 者 的 话

作为结构现实主义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学者们就极数与国际体系稳定性
之间的关系展开了丰富的讨论。逄锐之发现，既有研究因未能区分全球与地
区层面，导致不同的研究无法在同一平台对话。对此，作者以数据分析和案
例研究为主要方法，致力于对极数与国际体系的稳定性进行分层测算，以期
在确定不同时段两个层面的极数的基础上，探究其与体系稳定性之间的关
系。该研究在使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的同时，有助于我们把握
当前国际格局的演变与国际体系的发展趋势。

在中国周边外交诸多议题中，与水相关的问题因涉及国家众多，同时牵
涉历史、政治、经济和人文等领域，已日渐成为政界和学界关注的热点。尤
其是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域外国家不断在湄公河水问题上向中国发难，
试图干扰中国周边外交的顺利推进。张励和吴波汛通过回顾已有研究，发现
了当前水外交研究中的大国倾向，为此，两位作者构建了一个小国水外交的
理论框架，借以分析湄公河国家在中美博弈背景下的水外交策略模式及其背
后的选择机制。该研究呼应了水外交多元主体的现实，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
湄公河国家的水外交策略。

银培荻指出，数字化革命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使得作为个体的科
技精英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更具影响力。为深入探究美国科技精英的权力来
源及其作用机制，作者提出，科技精英在个人层面主要具备四种权力，并通
过 “跨结构转化”和 “金智复合体”两种机制将 “自由世界主义”嵌入国内
和国际政治议程。该研究对于我们认识硅谷科技精英对美国当前政治体系的
影响，以及美国政治未来可能的走向，具有一定启发。

在大国竞争加剧以及俄乌冲突导致国际社会重新关注有限核战争与核升级
风险的背景下，美国战略界开始重新重视形成于冷战时期的有限核战争理论。
对此，李享和高衡认为，目前，国内学界对此问题尚缺乏探讨，对此，两位作
者系统考察了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作用机制、历史演变及所面临的困境，对于我
们全面把握美国核战略的未来发展，处理大国及周边关系，均具有积极意义。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塑造国际话语权是中国国力不断提升过程中的
一项重要任务，国际议程设置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得到学者们的广泛讨
论。杨娜和程弘毅运用框架理论，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并通过三个案
例分析了议程设置可能出现的三种不同结果，以期对 “国际议程设置何以成
败”这一基本问题作出理论阐释。该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国际议程设置的过
程，思考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路径具有一定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