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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理论》

内容概要

本书为“东方编译所译丛”之一。肯尼思.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从国际体系出发，在分离和
还原的工作基础上，建构了国际政治的系统——结构研究框架，从而提出了华尔兹著名的“结构现实
主义”理论。在这一理论中，通过精简和细致严谨的推演，华尔兹为我们呈现了国际社会中各行为体
的位置以及互动关系。并且指出各行为体的活动是由国际结构所呈现的压力所决定的。本书是当代国
际政治领域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之一，也是引用频率最高的著作之一，已成为国际政治领域的经典著
作。 
    《理论》一书共分9章。第一章阐述了理论究竟是什么，以及演绎理论较之归纳理论的优点。第二、
三、四章批评了还原主义方法为什么不能够解释国际政治结果，第五章阐明政治结构是如何产生的，
第六章考察了无政府状态的特性以及国家在系统中预期的可能变化，第七、八、九章则对国际政治的
结构理论进行检验，这三章比较了不同的国际系统，并对系统结构发生变化时，行为与结果会有什么
样的差异进行了阐述。按照作者所言，本书试图解决三个问题。第一，试图对已有的重要国际政治理
论进行批判性考察；第二，力图建立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理论；第三，对新建立的理论进行检验。

Page 2



《国际政治理论》

精彩短评

1、好书！！！
2、一板一眼，极其扎实。
3、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论著，不可不读。虽然后人对其多有攻击，但是能把理论做到如此
地步的，世所少有。
4、我的社会科学理念由此开始，对社科的怀疑由此开始，对社科“科学性”的追求来自于此。
5、这才是牛书！！！！！！！！！！！
6、新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研究国关、国政的必读书目
7、前半部不错，结构研究就像家庭结构的形式，一个爹像美国，一个妈像苏联，有一大堆孩子嗷嗷
待哺，多级世界就像一个封建大家庭，如红楼梦，三国演义等，那种形式好，专家都有点僵硬，此书
好在不厚。
8、不是很容易看懂，理论很枯燥
9、虽然不符合我的观点，但是对于国际关系理论而言，这本书的地位只有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
》和基辛格《大外交》可以比拟。。。
10、值得一读再读的好书，自己能力有限，未能全部理解，尤其是结构的概念。mark一下假期继续看
。
11、读过 还是没记住
12、前两章非常赞，简洁清晰的理论框架，说服力很强，大师之作
13、一身低首以拜的偶像
14、我觉得这是现代国际政治学最重要的一本书。这本书以及华尔兹的其他著作，使国际关系真正成
为一门学科，而不只是外交史或者政治思想的一部分。国关理论排名第二，第三的书籍：基欧汉
的After Hegemony的整个论述其实是在华尔兹的基本框架下进行的。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看
名字就知道受华尔兹本书影响有多深。
15、有点闷，逻辑很清楚
16、不过真的需要好好看好几遍，理论化程度太高了。
17、影响至深的书，我的专业圣经。
18、几百年前就该读的书
19、naive
20、译者去屎！
21、高人，我的专业...
22、入门
23、补码
24、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的入门书
25、翻譯得一般
26、当时也不知道，专英课竟然挑了这本书作为text，其后果就是我着实被难倒了！沃尔兹这丫的开了
一头，现在整个国关学界掀起一股国际关系数理化的浪潮，苦煞我等没学过数学的文科生！
27、糟蹋原著。
28、看完必须要理解层次分析法，对于IR问题分析屡试不爽。
29、这本好懂的一本书还翻译的巨烂无比~
30、沃尔兹首先是数学家，然后是经济学家，最后才成了国关学者，所以，同志们先看懂第一章，再
考虑要不要批判吧。
31、简洁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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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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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理论》

章节试读

1、《国际政治理论》的笔记-第四到第九章

        第四章：还原方法和系统理论

霍布森的理论是还原主义的，错误在于根据单元特性来预测结果，因为行为者的行为不止取决于特性
，也受环境控制。许多人都犯了此类错误。传统主义和现代主义在这点上相当接近。但在国际关系的
历史上，结果很少能和行为者的意图相符，原因是在单个行为体的特性与动机之外存在着别的原因。
另外，国际政治的延续性也是非常明显的，而还原主义不能很好解释这些现象。

国际政治理论应当具有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还应该是简练的（elegant）。例子：世界从多极转换到
二极后，欧洲国家间政治的变化。国际政治理论也不必包括外交政策理论。国际政治理论需要基于给
系统最大影响的单元来建构。

结构的定义：1.某种维持参数稳定的负反馈机制，2.一系列约束条件，靠奖惩个体起作用。社会化过程
和竞争因素都是影响个体的方式。

================================================

第五章：政治结构

定义结构必须忽略单元间的互动联系，而关注彼此的地位。国内政治的例子：典型的英国首相是一个
软弱的国家领袖，但却是管理政党的专家。美国的情形有所不同，而日本虽然在文化上有差异，但类
似的政治结构却产生了类似的首相特征。

政治结构的组成因素：1.排列原则，国际政治就像经济市场一样，是自发形成的。2.单元的特性，国家
是彼此同质的单元，正如公司是市场的主体一样，国家是国际政治的主体。3.能力的分配，能力是一
个单元概念，而能力的分配则是系统概念（wb注：意即系统效果作为函数是一次齐性的）。不应用国
家联盟来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

===============================================

第六章：无政府秩序与均势

1.国内暴力和国外暴力，是否使用武力并不是国际秩序与国内秩序的关键区分。区别在于：国内政府
垄断了对武力的【合法】使用，而在国际秩序中国家必须保护自己。2.相互依赖与一体化，国家内部
为一体化，而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弱得多。国家担心分配可能的收益对他国更加有利，也担心因为合作
与分工而依附于他国。3.结构与战略，银行挤兑的例子。（wb注：典型的囚徒困境）必要性并不产生
可能性，建议把国家利益置于国际利益之上毫无意义。结构对国家的行为有强烈的限制。4.无政府状
态的优点，组织有两个目标：完成任务和保持自身存在，而两者并不重合。在等级秩序中，控制手段
成为争夺的目标。国家的安全与自由度成反比。国内政治是权威、管理和法律的领域，而国际政治是
权力、斗争与和解的领域。5.无政府状态与等级制，在无政府状态与等级制之间建立起一个连续光谱
，将使该理论体系的描述更为精确，但理论程度降低。

如此建构起来的国际政治理论，与现实政治（Realpolitik）思想非常相近。均势理论假设国家是单一行
为体，最低要求是维持自身，最高目标是统一世界。在系统中并无更高行为体加以制约，于是均势的
形成是一预期结果。对均势理论的错误批评包括：认为理论性假设不符合事实，认为均势是某些国家
的意图（并且假定动机和结果总是一致），认为理论无助于解释国家特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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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理论可以从各种不同的领域获得可信性。根据均势理论，均势将反复出现，各国倾向于模仿
他国成功的国策。1894年法俄联盟和二战后美苏军事平衡都倾向于证实均势理论。但政治行为并不总
是追求均势，例如在政党选举中若没有人取得绝对优势，则竞争占主导地位；若领袖已经产生，则追
随强者主导。国家的首要追求不是权力最大化，而是自身在系统中的地位。国家的行为也经常趋同，
因为若某一国家违反规范，就将使自己处于不利境地。均势理论预言：均势是系统强劲的趋势，竞争
者将彼此效仿并被系统社会化。

===========================================

第七章：结构性原因与经济效果

（一）如何计算“极”的数量？人们对此感到迷惑。另外，把经济、军事和政治能力分开来考虑也很
常见。这些错误的原因是混淆了结构与过程因素。国家的地位取决于【所有】方面的得分：人口、领
土、资源禀赋、经济能力、军事实力、政治稳定及能力。在历史的某一时期，判断大国并不困难。从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至今，最多有8个大国同时出现。2.不平等的优点，极端平等的个体组成的集体
是不稳定的。3.小数量系统的特征，完全竞争下的农场主无法影响环境，而国家像大公司一样可以通
过行动影响环境。4.为何“更小数量”系统更好？经济学中寡头垄断的类比，有九个原因导致稳定：
（1）规模可以保护公司，（2）新竞争者难以和大公司较量，（3）交易成本随参加者数量增加而增加
，（4）随数量增加，每个成员承担交易成本的动机减弱，（5）集团缩小使系统成员的利害关系更一
致，（6）集团扩大使执行协定的预期成本不成比例地增大，（7）差异性使协议达成更困难，（8）监
督成本也随数量不成比例地增加，（9）预见其他成员行为的困难程度也增加。应当强调，这并非是
说两个成员（形成自主系统的最小数量）是最好的；并且稳定并非一定是所有人都追求的目标，系统
的观点不同于单元的观点。经济系统和国际政治系统的区别是：经济系统的效率以产品的数量和质量
衡量，而国际政治以单元的命运衡量，因此经济学的不幸正是政治学的大幸。

（二）许多人认为相互依赖增加了和平的机会，但紧密的相互依赖意味交往的密切，也增加了偶然冲
突的机会。与多极世界相比，两极世界的相互依赖程度很低。当前流行的相反观点是：（1）民族国
家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行为体，（2）近年某些国家的实力增长超过了美苏，（3）共同问题的解决只
能借助大量国家的共同努力，（4）国家间相互依赖紧密到每个国家都受严格限制。我们之前已看到
第一点是错误的，在此我们将探讨第四点。

什么是相互依赖？一般而言，这是个经济学概念。如果一个地区的经济会对另一地区的经济变化作出
灵敏反应，就存在紧密的相互依赖。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相互依赖的黄金时期。但即使如此，经济
学家也不能不考虑政治规则和普遍的经济不平等，就解释经济运作。1975年美苏进出口总额大约
是GNP的8%-14%，远低于20世纪初的欧洲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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