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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研究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理论上的多样化以及互为渗透的综合化趋势，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个学科以前由少数主流学派统驭的
局面。
研究的内容和视野得到空前的拓展，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一些传统概念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面对全球化发展对人类社会生活之影响的日益彰显，国际关系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把他们所从
事的学科领域称之为“世界政治”或“全球政治”，而不再满意于过去的“国际政治”。
18世纪晚期英国哲学家边沁当初创造的“international”这个词，反映的是他所处时代欧洲国家间政治
的现实，即由建立在领土疆界上的民族国家之间关系构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而今200多年后，还继续用原来对国际体系的认识框架来解读这个跨国性和全球性的世界，显然不相适
应了，尽管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
这种认知的变化源于时代的变迁。
全球化是一个恢宏和漫长的历史进程，但它的当代表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昭示了全球性与国
际关系研究这个学科的关联意义。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全球视域对于促进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进步是必不可少的，无论对于审视历史
上国际关系的演变，还是认识当今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变化与趋势，都是如此。
这也是本丛书题名为“全球视域下的国际关系”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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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基本框架分为三部分。
第一大部分包括第一至三章，该部分对全球治理论的基本理论架构和思想发展进行一些梳理。
探讨和分析了全球治理论出现的理论和现实背景，辨析了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一些基本概念，如治理、
全球治理、权威领域、公民社会等。
试图通过对这些概念的准确把握和理解，来明晰地界定全球治理论的理论范围和边界。
进而分析了全球治理论的本体论、基本范式和方法论，从最本质的理论构成的角度，对它的理论框架
进行一个大致的勾勒，并通过把它和当代主要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比较，分析并界定其在当代国际关
系理论和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地位和意义。
第二大部分包括第四至六章，该部分试图通过把全球治理论当作一个分析工具，来探讨和分析当代大
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控制问题。
以此来检验全球治理论的实践意义，并从中找出它的理论优势和弱点。
在这部分里，首先说明了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作为一个“案例”或者说分析对象的意义。
其次回顾了传统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的主要理论，指出其理论局限性，及其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控制实践的消极作用。
最后，通过权威领域、制度网络和观念认同三个层次的分析，来理解和认识全球治理对当代大规模毁
灭性武器控制的作用和价值。
第三部分为第七、八章。
这两章对全球治理论以及当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全球治理进行了总结，对全球治理论进行批评和评
价。
尽管全球治理论是一种正在发展的“未来的”理论，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但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为世界政治实践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思路，而且对未来国际关系理论的
建构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从国际政治到世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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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安光，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全球化与国际关系，全球治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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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说明传统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控制体系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和漏洞。
首先，作为传统军备控制理论基础的威慑思想本身存在诸多矛盾和困境。
从逻辑和伦理上讲，以惩罚作为保证手段的威慑陷入了一个道义上的两难境地：有效遏制意味着在遭
到对手的第一次打击之后可以发动大规模的报复，使敌人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但这种致无数人于死
命的报复性袭击如果发动，实际上从本质上来说毫无意义，丝毫不能达到减少战争和战争损害的目的
。
从根本假定来说，军备遏制理论也存在很大的问题。
它的一个重要假定是遏制双方的领导人都是完全理性的，能够在权衡得失算计利弊的前提下作出合乎
理性的政策选择，而且他们能够完全掌控自己国家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库。
可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这一假定很难有足够的说服力，类似希特勒的战争狂人根本不会完全遵照理
性的法则行事。
从结果来看，遏制战略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一旦遏制发生一次失败，所导致的后果不仅是相关国家的
覆灭，甚至会是人类文明的消亡，这和军备控制的初衷背道而驰。
此外，军备控制是建立在无法逃避的相互威慑的基础之上的，在冷战时期，威慑关系主要集中在美苏
之间，但冷战结束后这种遏制关系变得既复杂又繁多，美苏双边威慑关系逐渐为多边威慑关系所替代
，这大大增加了威慑的不可控制性和不可预见因素。
其次，传统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控制过于依赖主权国家的作用，漠视或忽视非国家行为体可能承担的
作用和可能发挥的影响。
不可否认，在传统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控制体系中，主权国家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绝大多数已有的
体制是以国家为缔约方签订的条约和协议。
但国家主权是控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双刃剑，它不时会阻滞和妨碍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发展进程，在
某些时候甚至能导致这一进程的倒退。
在众多的军备控制体制中，许多国家往往以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为理由，拒绝加入或者虽然加入却作
了大量的保留。
例如美国以违反美国的国家利益为由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PT），导致这一具有重
要意义的军控措施的实施实际上陷于停滞，给世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的进程蒙上了厚厚的一层阴
影。
有时为了本国私利，有的国家甚至作出导致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进程大大倒退的举动。
最明显的例子是，2003年美国为了给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扫清道路，拒绝延长1972年签订的美苏反导条
约，完全打破了威慑理论的基础。
有时某些国家把参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体系与否当作谋求本国利益的政策手段。
2003年朝鲜核危机爆发后，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此作为讨价还价的政策筹码。
特别是，即便从主权国家为中心的参与来讲，现存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体系也是不完备的，一个
最明显的例子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条约、协定、制度或安排是所有主要主权国家都参加或批准
的，同时也没有一个主权国家参加或批准了所有的这些条约、协定、制度或安排。
另外，冷战结束以后，冷战时期美苏相对均衡的遏制被打破，美国成为“自罗马时代以来最为强大的
帝国”，它“占有世界权势的份额在主权国家出现以来无国能与之匹敌”。
国际战略基本结构的变化促使美国开始追求绝对安全，采取单边主义政策，这给国际大规模毁灭性武
器的控制进程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这一点在2001年的“9·11事件”后变得尤为突出。
美国将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相关的国际治理行为当成了追求国家目标的工具。
美国小布什政府的军控政策标志着美国军控战略的根本性变革，也对国际军控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
小布什政府不仅在不同的场合与战略文件中公开表明，传统的军备控制和防扩散指导理念已经不能适
应变化了的美国新安全环境，还在具体政策层面以行动来捍卫这种立场，退出被认为是传统国际军控
基石之一的《反导条约》以及对印度核政策的转变都是鲜明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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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互确保摧毁”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冷战式恐怖平衡，以及贯彻这种理念的传统国际军控制度的根
基被严重动摇了，国际社会为建立军备控制体系所作的几十年努力，有付诸东流的危险。
小布什政府新保守主义指导下的单边安全战略提高了自身的威慑能力，却对他国的战略安全构成很大
压力，从而使其他国家很难在普世的全球或者多边和双边领域达成具有法律意义的军控条约或者协定
，从而对自身的军备能力形成实质性的约束。
这使得国际军控进程不仅没有出现积极的进展，反而大大退步。
再次，尽管目前已经形成了种类繁多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的制度性安排和规则，但这些以条约、
公约、协定等形式出现的制度大都存在不少的缺点。
一是这些制度的规定往往比较模糊，有不少漏洞。
例如《化学武器公约》不禁止化学武器的“防御性研究”，这在化学武器的攻、防无法截然分开的情
况下，实际上是为化学武器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一个“后门”，也就为彻底消灭化学武器的前景
留下了隐患。
有很多条约没有规定全面、严格、有效的履约核查措施和监督机制，最明显的例子是《生物武器公约
》在最初签订时没有核查措施，而后来附加的核查议定书还没有正式实施。
现有的大部分条约和协定没有一个像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组织那样固定的履约机构，这增加了履约核查
的难度，实际上降低了条约的效力。
此外，如前所述，几乎所有重要的条约和安排都有一些“关键”国家没有加入其中，使之并不能形成
完备的控制体系。
如印度、巴基斯坦没有参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色列没有参加《化学武器公约》，美国、印度
、巴基斯坦没有参加或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最后，有些集团化安排带有明显的歧视性色彩和政治色彩，影响到其公信力。
例如1995年建立的瓦森纳安排（wassenaar Arrange ment），实际上是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继承者，它致力
于控制武器和两用品向所谓“关切国家”（包括伊朗、伊拉克、利比亚、朝鲜）输出，带有强烈的意
识形态色彩。
最后，虽然20世纪60年代后开始迅速发展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控制进程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但却至
今没有形成一套为世界上大多数人认同的规范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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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窗外，大雨滂沱，为这个奥热的夏日午后带来一丝凉意。
在欧·苏珊娜（Oh Susanna）Forever at your feet（《永相随》）的恬淡歌声中，我敲下了本书的最后一
个字。
没有太多如释重负的愉悦，反而怅然若失，似乎是在向一位即将远行的老友作别。
时空交错之间，这方远在异国他乡的斗室俨然成了千年前长安的灞桥。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而这，又何尝不是在向那些美好的逝水年华作别呢？
雨帘如珍珠脱线，思绪亦绵绵如缕。
最初构思这本书是在2001年，那时我刚刚开始在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学业。
虽然在8年中并未一直从事这个题目的研究和写作，但却一直没有停止对它的思索。
当本书终将付梓时，倏忽间，8年的光阴故事已然在指尖悄悄流走。
天空没有留下痕迹，鸟儿已经飞过。
在这8年里，我经历了许多自己人生的重要时刻，而伴随我一路走来的，这本书可算是一位沉默的朋
友。
时间就像一面镜子，我们时时从中照见了自己。
其实回顾这本书的写作历程，也正是重温许多美好的记忆。
就如同在这8年里自己的人生有了很多变迁一样，作为本书研究对象的世界政治，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
年中的变迁，即便算不上沧海桑田，也可说是白云苍狗。
尽管美国成为罗马帝国以来最强大的国家，却无法保护自己窗台上的一只花瓶－纽约世贸大厦；塔利
班败了，萨达姆死了，但世界却似乎更不安宁了；冷战结束了，焦虑的时代却刚刚开始，气候变迁、
环境恶化、石油危机不再仅是主权国家的事，而与芸芸众生的福祉紧密相连；网络和网络时代的经济
神话而今已经成了你我生活的一部分。
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研究者的焦虑有过之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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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国际政治到世界社会》认为未来的全球体系可能会沿着国际政治向世界社会的路径演进。
作为对世界政治的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全球治理理论的有效性不仅在环境、生态等低政治领域得到检
验，《从国际政治到世界社会》的研究表明，即使在向来是主权国家专属的“高政治”领域的大规模
毁灭性武器控制问题方面，全球治理依然是有效的。
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领域全球治理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世界政治中权威的分解与聚合，并
通过它解释变动中的全球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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