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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
两千年前儒家经典《大学》即倡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意即蕴涵着彰
扬学术，探索真理。
而《中庸》论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则阐释了学术研究的治学精神以
及达到真实无妄境界的必由之路。
因此，从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审视与洞察，社会发展、科学昌明、思想进步，从来离不开学术科研力量
与成就的滋养与推动。
大学是国家与社会发展中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而科学研究的水平则又体现了大学的办学水平
和综合实力，是一所现代大学重要的标志。
因此，一个大学的学术氛围，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引导着学校的科研动态，而且渗透和浸润着这
个大学追求真理的精神信念。
这正如英国教育思想家纽曼所言：“大学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与发现、实验与思索
的高级力量，它态度自由中立，传授普遍知识，描绘理智疆界，但绝不屈服于任何一方。
”大学的使命应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是学术和人才。
因此，大学应成为理论创新、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
位和意义。
上海政法学院是一所正在迅速兴起的大学，学院注重内涵建设和综合协调发展，现已有法学、政治学
、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语言学等学科专业。
学院以“刻苦、求实、开拓、创新”为校训，这既是学校办学理念集中的体现，也是上政学术精神的
象征。
这一校训，不仅大力倡导复合型人才培养，注重充分发挥个性特色与自我价值的实现，提供自由选择
的学习机会，努力使学子们于学业感悟中启迪思想、升华精神、与时俱进；而且积极倡导拓展学术创
新空间，注重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研究，致力于对富有挑战性的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思考与批评，
探索科学与人文的交融与整合。
“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正是在这一精神理念引领下出版问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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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以集体安全思想及其理论为研究方向，以国际联盟、联合国以及地区集
体安全组织的发展历史为研究对象，通过一系列案例分析，对集体安全的思想渊源和历史尝试、集体
安全的概念和理论困境、以及集体安全体系与权力均势体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理论分析，提出
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创新观点，对分析联合国走向和当代国际政治格局的未来发展趋势具有很强的理论
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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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学堂，复旦大学法学博士，1968年出生于河南省鄢陵县，曾先后在河南农业大学、同济大学任教，
被评为2008年度上海高校优秀青年教师。
现任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系国际政治教研室副教授，上海政法学院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
中心执行副主任。
曾先后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瑞典隆德大学东亚和东南亚问题研究中心和荷兰国际
亚洲事务研究院担任访问学者和客座研究员。
研究兴趣包括中国外交、中国对外战略、地缘政治与亚太安全、中美关系等。
先后出版《中国威胁谁？
解读中国威胁论》（合著）、《国际关系学：理论与实践》（主编），合译《五十年伤痕——美国的
冷战历史观与世界》，并参与《国际组织与国际关系》、《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等教材和
学术著作的写作。
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美国研究》、《现代国际关系》、《中国军事科学》、《毛泽东邓小平
理论研究》、《国际观察》、《社会科学》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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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康德反对战争，认为理性是完全谴责战争的，因为战争会威胁各国的自由，破坏国际和平秩序
，是各文明民族的最大灾难。
他认为，按照道德法则，各民族的最终目的是永久和平。
康德也承认要维持国际永久和平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他认为要实现各国之间的“永久和平”，只有采取联合的办法，由各国联合起来，组成国家联
盟，建立一种法律秩序，使各国和平共安。
在提出永久和平方案时，康德主要论述了建立能够强制实现和平的联盟的可能性及其必要条件。
他认为，只有满足三个必要条件，才能建立和平的国际秩序。
第一，国家有自由限制自己发动战争或通过互不侵犯条约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权利；第二，有效和逐
步解散国家军队；第三，国家放弃针对其他主权国家发动惩罚性的所谓“正义战争”。
⑨为此，他主张各国先缔结能保持国际和平状态的初步协定，然后再缔结各国结成联盟的国际协定。
这种国际组织与国家不同，它不像国家那样有一个最高的权力机构。
参加联盟的各成员国仍拥有自己的独立和主权。
只要各国人民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才能，不断总结经验，是会逐渐接近永久和平的，建立国际永久和
平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康德反对任何形式的侵略战争，更值得关注的是，他反对基督教国家的所谓“正义战争论”。
他认为，用道德标准来判断使用武力是否“正义”或者是否是进攻性战争非常危险。
除非政治家放弃赋予一方对“做坏事的另一方”进行惩罚性战争的所谓正义战争观，否则，和平就很
难实现，因为战争双方没有“主人”和“仆人”的贵贱尊卑之分。
⑤暴力可能会走向极端，以至于永久地和平解决纠纷是几乎不可能的。
三十年宗教战争已向欧洲人证明：“用道德良心号召天下不仅无助于结束冲突，而且恰恰相反，将使
战争继续和扩大化，尽管所有的参与者都用正统标榜自己。
”⑦在康德时代，以18世纪国际法的古典派代表人物瓦特尔（Eraerich de Vattel）为中心有一种很流行
的观点：把所有形式的战争合法化可以促进和平的进程和发展。
瓦特尔认为，战争是政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实，同时由于不存在国际权威，因此，每个国家必须拥
有法律所赋予的独立自主的决策权。
不管国际法多么公正、多么完善，它仅是为缓和与限制国家间使用武力而制定的一套特殊的规则。
必须将战争定义为一场“合法的战争”（a formal war），而不要管战争的原因是否正义。
由于生活在共同的国际政治秩序中，各国彼此承认对方是主权实体，因此各国会同意遵守某些限制敌
对行动和冲突的国际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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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大约十年前，我开始了对集体安全思想及其实践的研究，但由于自己疏于整理修改，加上学术水平有
限，一直未能将这项研究成果出版，面对一些片片段段的“流失”，唏嘘嗟叹，最终促使我下定决心
对其进行修改，并将十年来自己对集体安全体系和国际政治格局发展的所思所想所得融入这部著作。
在上海政法学院的大力支持下，这本《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集体安全体系研究》终于问世了，在欣慰
之余，又有些感慨。
这部著作基于我在复旦大学读书时的博士论文，研究集体安全思想及其实践载体是我的兴趣点，就像
当年我大学毕业时选择国际关系作为进一步深造的专业一样，只不过没想到一晃过去了十年。
就研究内容来说，探讨集体安全思想及其发展历程有一半是研究大国关系，而大国关系研究在很大程
度上是格局研究，是体系研究。
因此，在修改过程中，我又重点分析了集体安全体系的未来发展趋势及其与国际政治格局之间的互动
关系。
在此，我要首先感谢我的导师倪世雄教授，是他的启迪和指导给了我方向，当年的选择使我长期以来
集中关注大国关系和战略问题研究。
他还在百忙之中为本书写了序言。
同时，我还要特别感谢当年我在复旦读书期间曾在学术上给我以点拨和批评的上海和北京的一些学界
前辈，他们中有些仍然奋战在教研岗位上，有些已经退隐，有个别已经辞世。
他们的指点使我对集体安全体系和国际政治格局有了新的认识，而他们的学术风范和师德更令我一生
受益无穷。
本书探讨的是一种如何将和平理想与实际的国际关系纷争实现对接的根本性理论问题，由于本人才疏
学浅，书中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学界同仁批评和指正。
本书得以出版，与上海政法学院科研处支持学院科研工作的辛勤努力密不可分，在此特别感谢何平立
处长和葛沪江老师。
同时还要感谢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系及所有同仁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术研究和交流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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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集体安全体系研究》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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