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权力与责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权力与责任>>

13位ISBN编号：9787501235292

10位ISBN编号：7501235295

出版时间：2009年3月

出版时间：世界知识出版社

作者：[美]布鲁斯·琼斯/卡洛斯·帕斯夸尔/斯蒂芬·约翰·斯特德曼

页数：347

译者：秦亚青/朱立群/王燕/魏玲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权力与责任>>

前言

2006年11月，我去华盛顿出席“中美日三边对话会议”期间，结识了卡洛斯·帕斯夸尔，他曾担任美
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特别助理，现任布鲁金斯学会副会长兼外交政策研究部主任。
2006年底，他从华盛顿给我发来电子邮件，讲述了布鲁金斯学会、纽约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准备联合从
事一项题为“治理全球不安全因素”的课题研究。
由于世界的变化，一批新兴国家在崛起，研究这样的课题，光是在发达国家里研究已经不够了，因此
，他们想除去在美国国内组织由两党智库人士参加的国内咨询小组外，同时还打算成立国际咨询小组
，吸纳国际智慧，希望我参加。
2007年1月，卡洛斯又专门从华盛顿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参加国际咨询小组。
我考虑再三之后同意了。
我为什么同意参加该课题的国际咨询小组，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近几年来我参加了许多的国际会议
，尽管这些会议的题目各不相同，但是从会上的讨论情况和会下各方人士接触的情况来看，我深切地
感到，大家都在思考“世界向何处去？
”这个大问题。
各种国际会议上的意见是多种多样的，世界好像进入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时期，讨论“世界向何处
去？
”这个大问题，中国人当然应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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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权力与责任：构建跨国威胁时代的国际秩序》是“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项目的成果，也反映
了这一项目在全球范围内对话的收获，包括同中美国和国际知名人士组成的“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
项目咨询委员会的讨论，也包括在美国国内和世界各个地区的咨询。
21世纪是一个充满跨国威胁的世纪：经济动荡、气候变化、核扩散、冲突、贫穷、恐怖主义、疾病，
不一而足。
对全球领导力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建立伙伴关系和国际组织，以便有能力应对面临的挑战。
《权力与责任》讨论了美国领导人怎样才能重建国际秩序，在当今这个充满跨国问题的世界上促进全
球的安全与繁荣。
《权力与责任》提出了一个新的国际安全基础理念：负责任主权，即主权既意味着对本国国民负有义
务和责任，也意味着对其他国家负有义务和责任。
各国政府必须在各个领域合作，以保护共同资源、应对共同威胁。
《权力与责任》指出，美国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
必须学会相互依存世界中的治理之道，通过合作发挥领导作用，与当今的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一起建
立新的国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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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布鲁斯·琼斯 (美国)卡洛斯·帕斯夸尔 (美国)斯蒂芬·约翰·斯特德曼 译者：秦亚青 朱
立群 王燕布鲁斯·琼斯，美国纽约大学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曾在卢旺达、科索沃、中东和纽约等地承
担过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的工作。
卡洛斯·帕斯夸尔，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副会长，布鲁金斯学会对外政策研究项目主任，曾担任美国前
总统克林顿的特别助理、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等职务。
斯蒂芬·约翰·斯特德曼，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高级研究员，曾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助
理、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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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权力第一章 主权的最后良机全球安全遭受威胁的警钟已经长鸣。
跨国犯罪分子将尖端核武器非法运送到世界上冲突四起的地区一些不稳定政权的手里；在企图制造大
规模平民伤亡的恐怖主义集团那里发现了如何使用生物武器的培训手册。
海平面上升；旱灾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暴风雨更加频繁。
能源价格飙升，导致粮食价格飞涨，在一些贫穷国家引发了骚乱，预示着饥荒的爆发。
经济动荡和不安全状态使得世界上许多地方储蓄告罄，就业艰难。
致命性病毒跨越国界，在各大洲和不同物种之间传播。
这就是充满跨国威胁的世界。
无论在世界什么地方，人民和政府的行为，或是无为，都会影响到千里万里之外的其他人民。
在这样的世界上，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相互依赖，主权国家采取单方行动已经无法保护自己的国民。
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个世界，我们却毫无准备。
这个世界还有一个特点：美国的领导地位根基不深，有时还会导致失误，但同时又是十分必要的。
在这个世界上，主要大国和新兴大国必须达成一致，在国际组织的框架中进行合作，支持适用于所有
国家的新的责任标准。
只有这样，它们的人民才能够安全繁荣。
本书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的相互依赖全球化带来的一个深刻事实是：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高度相互依赖，
已经不能分割。
但是，这一事实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
即便对于最强大的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比如，在美国，大多数人会同意，下列因素影响了他们的国家安全：跨国恐怖主义、核武器扩散、新
型致命性疾病的蔓延、全球变暖、经济不稳定和经济危机。
严重的问题是，这些威胁同样也会威胁着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
世界其他地区面临的威胁也不是孤立的。
贫穷、内战、地区冲突等问题与美国面临的威胁也是联系在一起的。
跨国恐怖主义分子利用无人治理的地域作为自己的栖身之地，招募人员、聚敛财源、扩充武器。
他们利用了由于长期内战和地区冲突导致的不满情绪。
气候变化加剧了人们对土地和水源的争夺，使贫困人口的负担更加沉重。
贫穷不仅加大了内战和国家失败的危险，还助长了致命性传染病的传播。
这些威胁汇集起来，加之它们之间的关联，就对国家保护主权的能力形成了严重的挑战。
对于许多国家而言，国内贫穷、内战、疾病、环境恶化等问题都说明了一点：要与国际组织建立伙伴
关系、要遵守国际组织的规则。
遵守规则或是接受援助并不意味着削弱主权。
恰恰相反，这意味着维护主权。
即便是强大的国家，为了保护主权，也必须与国际组织合作，抗击诸如致命性传染病及核武器扩散等
跨国威胁。
没有持续的国际合作是无法应对这类威胁的。
美国对外政策至今仍然没有抓住安全相互依赖的意义。
尤其是在过去七年里，华盛顿强调了一种威胁，即跨国恐怖主义，将其置于全球变暖、贫穷、致命性
疾病以及其他威胁之上。
这就忽视了一个事实：恐怖主义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并非严重威胁，并且这些跨国威胁大部分都是相
互关联的。
美国没有理智地将自己面临的各种安全威胁置于全球框架中加以审视。
由于忽视了这个事实，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国际合作的机会。
在各种具有跨国性质的威胁相互关联的世界上，事实是很简单的：你必须与别人合作，只有这样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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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得别人与你的合作。
后冷战时期出现的真空我们在2008年撰写这本书的时候，后冷战时期已经进入了第17个年头，后“9
·11”时代也进入了第七个年头。
有些专家认为，现在需要一个“后后‘9·11’对外政策”，但也没有清楚地解释这样的对外政策有哪
些内涵。
这些都表明我们的对外政策由于缺乏远见而出现了一个真空。
我们深信，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的制度、政策和领袖们还没有完全理解世界的变化有多么
深刻。
现有的国际组织的目标是促进合作、实现和平与繁荣。
这些组织建立的时代与现在不同，当时的威胁和权力结构也与现在迥异。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际组织已经过时。
有些国际组织表现出惊人的生命力，而另外一些则是面对变化中的现实应付调整。
有这些组织总比没有强，但是它们在活动能力和采取集体行动方面已经力不从心，不足以应对如今出
现的新的威胁。
同样，新的国际规范已经出现，但是这些规范仍然停留在“应该做什么”的阶段，没有达到“实际做
什么”的程度。
因此，国际秩序现在处于一种紊乱状态。
我们做过承诺，却不遵守规则；我们寻求解决方案，却没有决心。
面对今天的挑战，我们充满不确定性的困惑，也缺少对国际应对挑战能力的信心。
国际秩序需要权力资源。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这种权力资源。
美国当时领导创立了国际安全和金融组织。
当这些组织有效发挥作用的时候，它们有利于美国实现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也有助于美国的盟国实
现它们的安全利益。
实际上，除了最顽固的国家之外，世界所有国家都从中得益。
20世纪后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主要盟国以及这些国家中大多数民众都将美国视为维护国际秩
序的主要力量。
现在，这种信任已经消逝。
世界上很少有人接受或是信任美国，或者说很少有人认为美国的行为是合法的。
过去几年的国际舆情调查显示，许多人认为，自从2001年以来，美国对外政策把世界变成了一个更加
危险的地方。
2003年入侵伊拉克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对美国与盟友和对手的关系，都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但是，如果将美国面临的一切难题都归罪于发动伊拉克战争或是美国进行这一战争的方式，那也是不
正确的。
美国当今在世界上的地位反映了一个事实：15年来，我们未能建设国际秩序的规则和制度。
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苏联解体的时候，美国军事力量无所匹敌。
民主和自由资本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手，似乎取得了胜利。
美国财富和权力都在上升。
1992年以来，克林顿和布什两任美国总统也都面临历史性机遇，原本可以加强国际合作、建立符合当
今世界需要的新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并达成国际谅解。
冷战结束之际，也是其他大国之间的战争难以爆发之时，这正是形成全面的国际性变革、重建国际秩
序的成熟时机。
克林顿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认为国际秩序问题是如何将苏联和中东欧国家纳入民主和平阵营的问题，
还要将后冷战时期的外交变成促进全球和平与繁荣的动力。
这是可以理解的。
美国的决策者先是扩大北约以图控制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末则是将中国纳入国际金融制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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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努力应对因苏联解体在核扩散领域产生的影响，确立新的项目防止核扩散，与乌克兰、白俄罗斯
和哈萨克斯坦政府合作，让这些国家放弃领土上的核导弹。
除了冷战后重建带来的挑战之外，还需要将日益多元化的世界聚合在一起。
这个多元化世界的特征是：破坏性行为体日益增多，可控制行为体日益减少；全球市场提供的机遇增
多，但污染、疾病、武器的跨国界流动危险也在加大。
面对这些问题克林顿政府完成了一系列谈判，包括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全球变暖、建立国际刑事法
庭、组建新的世界贸易组织等问题。
但是，克林顿政府自己也承认，它从来没有形成一种全球秩序的大视野。
对于这个世界如何融人一个扩大的、和平民主的跨大西洋共同体，克林顿政府基本上是无所考虑。
像其他许多政府一样，美国政府只是朦朦胧胧地感到，国际秩序面临的挑战发生了重大变化。
詹姆斯·戈德盖尔（James Goldgeier）和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在1992年发表了一篇十
分简洁的文章，指出世界将会迅速分化为两个世界：一个是核心区，这里基本上是和平民主自由的世
界，康德思想战胜了霍布斯意识；一个是边缘区，由赢弱乏力的国家、腐败无能的市场组成，充满暴
力，在意识形态上对自由思想满怀敌意。
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和约翰·斯坦布鲁纳（John Steinbruner）这样的评论家也认为，如果
边缘区的安全问题不能得到控制，就会破坏世界秩序，使全球发展失去可预见性，而秩序和可预见性
是繁荣与和平的必要条件。
克林顿政府原则上是坚决支持国际组织和国际伙伴关系的，但是它往往嘲笑唯一一个可以对失败国家
采取负责任行动的国际权威组织：联合国。
克林顿政府把在索马里的失败归咎于联合国，这就增强了美国国会对联合国的不满情绪。
索马里行动失败之后，美国立即要求联合国在卢旺达面临种族灭绝的时刻撤出在卢旺达的维和部队。
在伊拉克问题上，克林顿政府最初的政策是与联合国特别委员会（United Nations Special Commission）
合作，但正如一个外交官兼分析人士所说的那样，后来却蜕变成为“萌动的单边主义”：克林顿政府
自诩有权决定如何实施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1998年，也是克林顿政府宣布，美国在伊拉克的目标是政权更迭。
美国未能加强联合国，未能解决边缘区安全问题，比如贫穷、赢弱国家、内战、地区动荡等，这就使
得世界在过去15年里成为一个更加危险的地方。
这些安全问题在2001年9月11日迸发。
在这一天，盘踞在世界上最贫穷、最具暴力冲突地区的恐怖主义分子对美国领土实行了有史以来最严
重的打击。
“9·11”恐怖主义袭击改变了美国观察自身安全威胁的视角。
布什政府开始意识到，失败国家和国际体系中的治理空白地区是跨国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的根源。
但是，虽然“9·11”改变了布什政府对安全威胁的看法，却也大大加强了这届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倾
向。
人们很容易忘记，“9·11”之后，国际上纷纷表达对美国的同情、关心和友谊，国际援助也纷至沓来
。
美国与中国、印度、欧洲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领域具有共同利益，这表明大国之间的广泛合作是可能
的。
美国的政策和领导能力本来是可以实现国家秩序变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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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开创负责任的时代。
　　——美国总统奥巴马面对气候变化、核扩散、恐怖主义、冲突、贫穷、疾病、经济、动荡等一系
列威胁，本书描绘了一幅以负责任主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蓝图。
　　——本书作者美国新政府的新对外政策，中国与美国同步首发。
《权力与责任》分析了我们面临的威胁，但并没有因之表现出沮丧失望。
这部著作指出，面对世界无可回避的问题，我们的安全与繁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国际合作
，而且国际合作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
主权意味着责任。
各国政府协力加强国际组织，就能够创造一个使所有人安全繁荣的国际秩序。
这部著作令人信服地阐明了通向这种秩序的道路。
　　——前联合国秘书长 科菲·安南《权力与责任》，作为“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项目的一部分，
其目的是在2009年启动全球安全体系的改革。
这一改革任务既雄心勃勃，又迫在眉睫⋯⋯现在的确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欧盟理事会秘书长、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哈维尔·索拉纳《权力与责任》的作者在
这部著作中提出的思路、观点和建议有着重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意义。
 　　——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权力与责任》选择了如何加强和改进现
有国际合作方式这一富有挑战性的课题，我对此深表敬意。
这部著作构建了一个平台，使人们能够探讨如何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建立更加有效的国际体系这个
至关重要的议题。
　　——前美国国务卿 M．奥尔布莱特《权力与责任》是一部优秀的决策指南，告诉我们如何做出关
键性的决定，才能建设一个人人感到安全、人人得以繁荣的世界。
这都著作的作者有力地论证了，在一个跨国威胁的时代，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权力的性质和责任的使命
。
他们敦促我们“利用目益明显的安全挑战，加快全球行动，防止安全威胁造成最严重的后果”。
　　——前美国国防部长 威廉姆·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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