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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冲突》

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分析冷战时期以美苏两极为首的国际冲突和对抗过程，探讨了国内制度的共有缺陷及权力政
治的传统观念对决策者的影响，提出了“国内制度缺陷必然外溢到国际领域，从而导致冲突和危机”
的著名理论。作者指出，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发掘事实背后隐含的动机
和意图。作者还为解决冲突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方法，诸如第二轨道外交、学者的参与等。

本书写于上世纪80年代，如今尽管事过境迁，但约翰?伯顿的理论创见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他所提
出的分析框架及其对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的重要性堪比凯恩斯的《经济学通论》。

Page 2



《全球冲突》

作者简介

作者：(澳)约翰·伯顿 译者：马学印 谭朝洁约翰·W.伯顿（John W. Burton），世界最知名的国际冲
突理论的代表人物。1915年出生于墨尔本。早年在澳大利亚外交部门担任过一系列重要职务。1954年
以后逐渐投身学术领域。在他的带领和参与下，先后在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创建了多个冲突分析研
究中心。伯顿出版过20多本著作，其中包括《国际社会》（World Society，1972）；《全球冲突》
（Global Conflict：The Domestic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Crisis，1984）；《冲突解决的语言和程序》
（Conflict Resolution：Its Language and Processes，1996）等。《全球冲突》一书是他最重要的理论代表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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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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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冲突》

精彩短评

1、书是经典书，但翻译十分 晦涩。建议去国图找个英文原版来读。
2、够理想主义的，以后社工进驻联合国吧~
3、立意妙不可言，阐述惨不忍睹
4、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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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冲突》

精彩书评

1、这本书仔细读意义不大，整个大意出来。面对冷战时期，苏美两国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和对小国
内务的插手，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模式已经无法解释两国的行为，需要跳出权力解释的框架去寻找新
的理论范式。作者提出，国际关系的危机事实上是大国面对国内政治和社会危机却无力变革的情绪的
转嫁，即国际危机是国内问题的外溢。1. 国内问题何以会外溢到国外？苏美两国均面临着严重的国内
问题。虽然分居各异的意识形态阵营，但是两国面对的问题是一致的：即制度凌驾在个人需求之上。
个人需要被社会化以适应既存制度——即使既存制度不能满足个人的基本需求。而不是制度调整以满
足社会成员的需求。因此个人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于是产生了各种国内的社会问题。大国由于不敢承
担变革的后果，更不愿意触动既得利益者的价值，所以逃避国内改革。在这种条件下，能做的只能是
借宣扬外部敌对和危险状态促进内聚力。2. 权贵特征的决策过程加深了国际危机的严重性目前的社会
制度是以权贵利益为指针的制度形态，不论在决策还是利益分配等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个人
或小集团化的特点。这种倾向体现在政治决策中，就产生了使复杂问题简单化的状况。决策过程的权
贵特征加深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国际社会也是国内权贵社会制度的映射。正如国内决策过程一
样，大国在国际事务决策上所依赖的信息来源和人员并无高明之处，思维经常陷入事先制定的条条框
框之中。大国的权贵意识还体现在习惯于在权力框架下思考：利益、权力是他们决策的不变指针。而
在权力框架下寻求的调解方法只能是“谁胜谁负”的零和博弈。3. 解决零和博弈的方法对国内政治结
构和国际关系建立新的评价标准：关注个人（国家）基本需求的评价准则。在国际事务上，要搞清一
些冲突的真正原因：领土、军备等并不是问题的根源，其根源应该是对安全、认同、价值的需求没有
被满足。所以，在着手解决问题之前，了解冲突的本质是最重要的环节。在解决程序上，作者认为应
该通过第三方中立的专业外交人士（机构）斡旋，帮助冲突双方搞清真相，达成谅解，即所谓的“交
互式方法”。非官方的专业外交人士应成为促进日常国家间外交关系的“第二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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