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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的理论与政策研究系列丛书：国际规范与国内制度改革》介绍了在国际关系
研究中，国内变化的国际根源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议程。
国际规范是国际层次上的规则集合体，规定着国际交往的范围和限度。
与国际规范相对应，在国内层次上，国内制度是约束国家内部各种集团、组织和个人行为的规则体系
。
国际规范与国内制度都是以一定的规则和价值观为核心，而国际社会中存在的诸多国家通过学习国际
规范进行国内改革的现象则表明二者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成熟的国际规范形成了具有外部拓展倾向的规范团体。
本书试图通过以团体和成员的视角分析国际规范与国家内部制度建设的关系。
在国际社会中，各种行为体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始终处于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
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作为国际社会的组成部分，都会在其他行为体的推动下接受和遵守国际社会的某
些共有规范，在内化规范的基础上进行国内制度改革。
国际规范影响下的国内制度改革是一种社会化（socialization）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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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兴华，男，1980年9月生。
分别于2003年、2006年和2009年在南开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主修国际关系。
2007年9月至2008年9月，受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资助，作为联合
培养博士生在康奈尔大学政府系留学。
2009年起在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任教。
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现代国际关系》、《外交评论》、《东南亚研究》和《南开学报》等刊物
发表论文多篇。
主要研究方向：亚太国际关系、全球化与地区化、国际规范、中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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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印度对核武器的追求更加公开，对核不扩散领域的国际规
范持强烈的排斥态度。
1996年8月，在关于缔结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启动两年后，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拟订了《全面禁
止核试验条约》文本，该文本得到绝大多数参与谈判的国家的认可，但印度以条约生效条款将会强制
其批准条约为由反对该文本，结果条约文本因印度的反对而未获通过。
后来在澳大利亚的提议下，条约文本被直接提交联合国大会审议，才于1996年9月获得联合国大会的通
过。
但条约生效的条件是包括印度在内的44个国家都加入该条约。
印度至今仍然拒绝签署该条约，使条约迟迟不能生效，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印度认为条约将导致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的划分，带有歧视性。
 1998年3月，极力主张发展核武器的印度人民党政府开始执政。
1998年5月11日至13日，印度连续进行了五次核试验，之后宣布自己为有核国家。
印度宣称发展核武器是为了应对中国的核威胁。
中国对印度以“中国威胁论”为借El进行核试验作出了强烈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印度核
试验。
声明中说：“印度政府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继五月十一日进行核试验之后，又于五月十三日再
次进行两次核试验，中国政府对此深感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
印度的行径是对国际社会要求全面禁止核试验共同意愿的公然蔑视，是对国际防止核武器扩散努力的
沉重打击，将对南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严重后果。
对此国际社会应采取一致立场，强烈要求印度立即停止发展核武器。
”①作为对印度核试验的回应，中国“宣布无限期中止中印联合委员会（JWG）例会”。
②巴基斯坦也于5月末进行了六次核试验，并宣布拥有核武器，南亚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国际防扩
散体系面临巨大挑战。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以及美国、俄罗斯、中国和日本等国都对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了谴责。
1998年6月4日，中国外长主持召开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外长会议，会议呼吁印、巴两国停止核
试验，无条件地加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6月6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谴责印、巴两国核试验的1172号决议，敦促两国放弃核武器开发计
划，要求两国作为无核国家签署《全面禁lE核试验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呼吁其他国家停
止向印、巴两国输出用于制造核武器的设备。
 中国与美国就南亚核问题进行了紧急磋商。
在1998年克林顿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发表了《中美两国元首关于南亚问题的联合声明》，“要求印
、巴停止核试验，立即无条件加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停止核武器化或部署核武器，停止试验
或部署可以运载核武器的导弹，坚定承诺不核武器化，不部署核武器或能够运载核武器的导弹”。
声明指出：“中美坚定承诺致力于在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基石的核不扩散领域进行有力和有效
的国际合作。
双方将继续支持国际防核扩散努力，重申我们的目标是促使包括印、巴在内的所有国家加入不作任何
修改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没有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不能指望享有与成员国同样的权利和国际地位。
尽管印、巴最近进行了核试验，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印、巴不享有核武器国家地位。
⋯⋯双方呼吁立即在1995年同意的谈判职权基础上，由裁军谈判会议谈判缔结一项多边的禁止生产核
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用裂变材料公约。
我们敦促印、巴以积极的精神与其他国家一道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上述谈判，以便尽早达成这一公约
。
” 美国对印度实施了制裁，内容包括中止对印度的援助（除人道主义和农业援助外），停止美国银行
向对印度出口的厂商提供信贷担保，禁止美国银行向印度提供农业以外的任何贷款，阻止国际金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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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向印度提供人道主义之外的贷款，对印度实行军需品、核燃料和核技术的禁运。
等等。
日本对印、巴两国实施了制裁，停止了对两国的人道主义援助和贷款。
“核供应国集团”也对印度实行了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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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规范与国内制度改革》试图通过以团体和成员的视角分析国际规范与国家内部制度建设的关系
。
在国际社会中，各种行为体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始终处于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
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作为国际社会的组成部分，都会在其他行为体的推动下接受和遵守国际社会的某
些共有规范，在内化规范的基础上进行国内制度改革。
国际规范影响下的国内制度改革是一种社会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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