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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本书研究的问题中美关系的发展是一个内涵不断扩大的进程。
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领导人播下两国关系的种子以来，中美关系已茁壮成长为一棵参天大
树。
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两国关系之现状是30年前的奠基者们难以想象的。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1972年就是一个历史起点，从此开始、中美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从安全
领域到经济领域、从政治领域到社会领域、从贸易领域到金融领域、从传统问题领域到非传统问题领
域，中美关系不断深化和日益拓展，呈现出从单一到多元、从简单到复杂、从相互隔绝到相互依赖的
趋势。
我们很难想象当年尼克松访华会讨论人民币汇率和贸易逆差问题，因为当时安全问题几乎是中美关系
的全部；当年的决策者也不会想到30年后苏联的威胁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恐怖主义竟成为中美两国携
手打击的对象。
中美之间的贸易额从区区10亿美元增长到了现在的3000多亿美元，而且还在进一步快速增长，贸易问
题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正在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问题。
两国在打击跨国犯罪、防治艾滋病和突发性传染病、环境保护等众多非传统问题领域开展着广泛而深
入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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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一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是理论背景的交待，其主要任务是通过对国际机制概念的阐述、分析和与相关概念的辨析，明
确本书所使用的国际机制概念的内涵；并对国际机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做一探讨，也就是解决什么是
国际机制，以及国际机制与国家之间存在何种关系等问题。
第二章是对中美在中国融入国际机制问题上互动的总体现实背景的分析，并运用第一章的理论原理，
对美国和国际机制的关系与中国和国际机制的关系进行论证。
从第三章到第五章切入到本书的主要问题——中国在与美国的互动中融入到国际机制中去。
中美关系是包括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在内的综合关系，因此，我们将分别从相对应的政治、经济和安
全等领域的国际机制来分析中国如何在与美国的互动中融入到国际机制和国际体系。
由于人权、贸易和不扩散是中美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中极其重要的问题，所以本书的第三章、第四
章和第五章分别选取中国融入国际人权机制、国际贸易机制和国际不扩散机制为案例，来分析中美双
方的互动和博弈。
在每一章都会首先交代相关的国际机制，然后就中国在与美国的互动中融入国际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
和探讨。
第三章探讨中国在中美互动中融入国际人权两公约的问题；第四章探讨中国在中美互动中融入国际贸
易机制（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第五章探讨中国在中美互动中融入核不扩散机制和导弹不扩散机制
中的问题。
中国融人人权、贸易和不扩散机制的进程实际上也是中美两国在人权、贸易和不扩散等问题上博弈的
反映，而中美双方在人权、贸易和不扩散问题上的博弈是中美关系中极其重要的内容。
最后的结论部分将对本书的主旨进行概括，对中国融入国际机制过程中美国因素发挥的作用进行评析
，并提出有关后继性研究的领域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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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国家和国际机制第一节　国际机制：概念和功能国际机制理论的产生是国际组织研究深化的
结果。
1947年研究国际制度的权威国际学术期刊《国际组织》创刊时所关注的焦点正如它的名称一样，是正
式的国际机构，学者们把国际机构的章程（charter）、投票程序（voting procedures）和委员会结构作
为自己主要的研究议程。
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发现创立国际组织的初衷和国际组织的实践往往相悖，以维护集体安全和
制止侵略为目的而创立的联合国，在冷战时期却成为大国争斗的场所，于是学者们开始探究影响国际
组织运作结果的原因，把研究的目光投向国际组织以外的领域。
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将国际组织的研究吸引到区域一体化理论的研究上来，也正是
在这个时候（19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霸权日益衰落，欧洲和日本经济的复
兴，苏联取得与美国平等的核地位，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开始运用石油作为工具来达到自己的
目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以及二战以来签订的一系列协议不断遭到破坏等等，这些都促使国际
政治经济学日益兴起，也为国际组织研究提供了学理的营养，在这种背景下，国际机制的概念应运而
生。
一、国际机制的“共同概念”国际机制的概念首先是由约翰·鲁杰（John Ruggie）和恩斯特·哈斯
（Ernst Hass）提出来的。
1975年，《国际组织》杂志夏季号编辑了题为《对技术的国际回应》专辑，其中约翰·鲁杰的文章《
对技术的国际回应：概念与趋势》和恩斯特·哈斯的文章《是否有漏洞？
知识、技术、相互依存以及国际机制的建构》最为著名，在这两篇文章中，国际机制的概念被正式提
出来。
同年，哈斯在《世界政治》杂志上，发表了另一篇重要论文《论系统与国际机制》，也阐述了国际机
制的概念。
国际机制概念的提出标志着国际组织的研究突破了正式国际机构的框架，学者们对国际机构的研究逐
步转移到支配国际机构运作的、背后的制度和规则，以及具体问题领域中国际合作所遵循的“规范”
、“规则”等。
这种突破代表着国际组织研究开始以国际治理和国际合作的理解来取代过去对正式国际机构的理解。
国际机制理论逐步地发展起来。
与权力、国家和革命等政治学概念一样，国际机制也是一个争论性的概念，这主要是因为国际机制从
国际机构的研究中演绎出来的，是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存在，并不是一个实体。
不同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国际机制的概念有不同的定义。
大致说来有三类：第一类定义把国际机制等同于模式化的行为，按照这个定义只要规律性或经常性的
行为存在的领域，就一定存在可以解释它的某种原则、规范或规则。
因此，国际机制存在于国际关系中的任何一个独立的问题领域。
这是对机制界定最宽泛的定义，笔者将其称为“广义上”的国际机制；第二类定义把国际机制等同于
多边协议，它通过明确的指令规定国家行为所被允许的范围，来调节在某一问题领域中国家之间的权
利和义务，它把国际机制视为多边协议的规则和明确的指令，是对国际机制最严格的界定，笔者将其
称为“狭义上”的国际机制。
这两类定义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第一类定义使我们把行为模式和规则混为一谈，忽略了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的制约和影响，陷入一种
纯粹的、对特定问题领域内的一系列国家行为的描述之中，使得学者们对国际机制的研究简单化，冲
淡了对国际机制进一步研究的意义，这类定义并没有被大多数学者接受；第二类定义，将国际机制和
多边协议联系在一起，过于强调形式。
其实机制和协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协议是为某一特定目的、片段（one-shot）的安排，而机制的目
的则是便利协议达成的、一系列的行为安排。
机制并不仅仅依靠正式的协议，比如国际能源机制主要是从惯例而不是正式的条约发展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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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定义将多边协议等同于国际机制大大缩小了国际机制的研究范畴，是一种形式主义，因此也没
有得到学术界主流的认可。
介于第一类定义和第二类定义之间的第三类定义，逐步得到了学者们的接受。
1981年，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Krasner）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帕尔姆斯普林斯（Palm Springs）召
开的有关国际机制的国际会议上提出了迄今为止最广为接受的定义，其内容是：“机制可定义为特定
国际关系领域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行为体的预期以之为核心汇聚
在一起。
所谓原则，是指有关事实、因果关系和诚实的信条；所谓规范，是指以权利和义务方式确立的行为标
准；所谓规则，是指对行动的专门规定和禁止；所谓决策程序，是指制定和执行集体选择政策的普遍
实践。
”这个定义是对其他国际机制定义的一个高度的概括和总结，包含了其他学者对机制的定义。
比如前面提到的鲁杰的定义，还有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定义，“对相互依赖关系产生影响的
一系列控制性安排（governing arrangements）”。
以及恩斯特·哈斯的定义，“机制包含了相互一致的一套程序、规则和规范”等等，克拉斯纳把这些
定义的合理要素吸收，从而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并得到了大多学者的接受，基欧汉称其为国际机制的
“共同的概念”。
但这个“共同的概念”仍然遭到了批评，英国的苏珊·斯特兰奇就批评说，“国际机制”的概念极不
准确，由于人们使用它的时候各有不同的用意，因而这个词的含义显得含混不清。
还有学者置疑，克拉斯纳所阐述的机制的四个组成部分是含糊不清的，尤其是原则和规范、规则和程
序之间很难界定和区分。
但是不管怎样，这个机制还是成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国际关系理论都认可的一个概
念。
克拉斯纳的概念提出后，有关国际机制的研究进一步发展。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基欧汉又提出了国际制度的概念，发展出了新自由制度主义，他认为制度是正式
的或非正式的规则，这些规则相互联系、持久作用，并规定行为的职责、限制行动，以及影响行为者
期望。
它以此定义的国际制度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第一个组成部分是正式的政府间组织或跨国非政府间组织
；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国际机制，它是各国政府为管理国际关系中的特定问题而制定的明确的规则；第
三个组成部分是国际惯例（conven-tion）。
基欧汉的定义和克拉斯纳的定义有明显的重叠之处，他所指的国际机制实际上就是克拉斯纳定义中所
指的明示的机制，而国际惯例则是指克拉斯纳定义中默示的机制。
基欧汉将国际组织作为国际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将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国际惯例区分开来。
但是基欧汉国际制度的内涵和克拉斯纳国际机制的内涵基本上是一致的。
如果我们回顾国际机制研究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国际机制研究实际上是建立在国际组织研究深化和
扩大的基础之上，是对国际组织研究的抽象提升和理论概括。
国际组织总是依托于一定的国际机制而存在并服务于该机制，是国际机制运作的产物，或者说国际组
织是国际机制安排的结果，是国际机制的载体和表达。
国际机制具有相对广阔的生存、活动空间和更加独立的地位，并不需要依存于特定的国际组织。
国际组织一般包含于某一国际机制之中，是该机制发展成熟的标志，同时也是它得以维护、巩固和进
一步发展的重要条件。
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之间是抽象存在和具体表达的关系，国际组织是国际机制的载体，就像婚姻制度
要通过家庭组织来反映、主权制度要通过主权国家来表达的道理一样。
因此，国际社会中的几乎所有国际组织，都是个人、国家或集团之间协议或规则的结果，是某种国际
机制的表达。
所以，在本文的论述中，笔者将把两个概念等同使用，国际制度就是国际机制，国际机制就是国际制
度。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际机制研究可以忽视国际组织因素，相反，对国际组织的研究实际上是国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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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领域。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出人意料的结束刺激了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和兴起，国际关系理论的
发展呈现出向社会学转向的趋势，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由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派论战演变为三足
鼎立的格局。
三大理论流派反映到国际机制的研究上，将国际机制研究分为基于权力（power-based）、基于利益
（interest-based）和基于认知（knowledge-based）三个方面，也有学者将国际机制的研究途径区分为强
调行为的途径（Behavioral Approach）、强调认知的途径（Cognitive Approach）和强调正式的途径
（Formal Approach）三种。
但是包括建构主义理论在内的各种流派的理论并没有提出比克拉斯纳的定义更权威的国际机制概念，
相反，各派理论都沿用了克拉斯纳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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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所以首先对论文的指导老师吴心伯教授表示感谢，也对吴教授
在我读博期间给予的学术指点表示衷心感谢。
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美目魏登博格大学的于滨教授、威斯康星大学的王建伟教授、复旦大学陈志敏
教授、外交部美大司谢锋副司长都给予笔者以建议，在此也表示感谢。
值得一提的是，中联部王家瑞部长在2005年4月陪同劳尔·卡斯特罗参观上海期间，百忙之中抽出两个
小时的时间参加了我的论文开题报告会，这是我的荣耀。
博士论文能够付印出版，也得到了上海社科院亚太所周建明所长和其他老师的支持和鼎力相助，这是
本书顺利出版的保证，在此深表谢意。
还有许多平时帮助过我的人，虽不能一一举名，但同样表达谢意。
当然，本书还不尽善尽美，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自然是因为本人的学识有限、努力不够和工
作疏漏，在此也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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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利益的权衡:美国在中国加入国际机制中的作用》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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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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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