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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系视角下的世界秩序研究》

内容概要

《国际体系视角下的世界秩序研究》在世界新秩序建构的国际体系基础方面作了极为大胆和有益的尝
试。它以国际体系为研究视角和切入点，对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动力和控制机制的作用进行了深入
系统的学理探讨，并关注冷战结束给这些因素带来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世界新秩序建构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力图对如何建构世界新秩序这一问题作一尝试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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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国际体系的基础性地位　　由于国家是国际体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因此，国家，特别
是主要大国间的排列次序及其对抗与合作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际体系的历史演变来看，
国际体系对世界秩序的形成具有基础性地位。国际体系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形成以来，在其演
变的各个时期都包含着一定形态的世界秩序，并主要通过世界秩序加以反映。从国际体系形成到1917
年俄国革命，国际体系表现为资本主义统治体系，包含着殖民统治的世界秩序。1917年到1945年，资
本主义与新兴社会主义成为支撑这一时期国际体系的主要力量，殖民统治秩序仍然存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以来的国际体系，经历了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对峙与崩溃的演变，殖民统治秩序瓦解，代
之以霸权主义、集团政治等为特征的世界秩序。国际体系发展演变到现代，由于旧的国际体系特征没
有根本改变，世界秩序的不平等性、不合理性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不过，由于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被广泛接受，国际关系民主化得到发展，再加上众多国家争取新秩序的不懈努力，使得世界秩序的演
变呈现出由不平等不合理不断趋向公平合理的规律性发展。　　巴利·博赞在《世界秩序：旧与新》-
文中认为，世界秩序的概念是和国际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一个人探问世界秩序的时候，就是在
询问支配国际体系的特征。世界秩序要求理解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换句话说，了解国际体系的特征
是我们探寻世界秩序的前提。①“承认世界秩序的前提是承认世界整体的存在，即存在一个相互依存
的全球性世界。”　　⋯⋯

Page 6



《国际体系视角下的世界秩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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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