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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天下有治的国际体系》

内容概要

《构建天下有治的国际体系:清华国际安全论坛研究报告集》作者在报告中突出了以下特点第一，报告
的陔心不仅要对现实的国际安全问题提出看法，更要提出解决这些国际安全问题的具体建议。因此每
期报告的题目都突出了政策建议的核心内容，第二，报告的建议不是仅针对中国政府的而是面向国际
社会全体成员的，因此政策建议要考虑到国际接受度第三，报告的建议是面向国际社会的，因此以中
英文两种文字同时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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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阎学通：现任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政治科学》主编、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主编。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政治学博士(1992年)。著有《中国国家利益分析》、《美国霸权与
中国安全》、《国际政治与中国》，合著有《国际关系分析》、《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中国
崛起国际环境评估》、《中国崛起及其战略》、《中国与亚太安全》、《东亚安全合作》、《东亚和
平与安全》、《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编著为《中国先秦国家问政治思想选读》和《中国学者看世
界：国际安全》，译著为《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并在国内外专业杂志和报刊上发表文
章两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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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俄罗斯 尽管苏联曾是世界上核武器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但在冷战时期，
苏联很少炫耀它的核实力，或向对手威胁使用核武器。因此，苏联对不使用核武器规范的形成与延续
作出过重要贡献。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一直鼓吹将核武器交由联合国控制，而且支持
核国家承诺对其他核国家和非核国家不使用核武器，支持《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无核区建设，支
持西方世界的反核组织向美国等国家施压。 赫鲁晓夫主张与西方和平共存，如果苏联公开输出核技术
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反而会破坏这一战略目标。因而在1957年10月，苏联拒绝向当时的盟国中国输出
核技术，甚至不惜以破坏与中国的关系为代价。赫鲁晓夫担心中国掌握核技术后会与美国发生冲突，
而苏联又不能置身事外，从而破坏其与西方和平共存的战略目标。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当赫鲁
晓夫认识到美苏双方有可能爆发核战争而苏联又不具备足够的核实力时，他让步了。 勃列日涅夫对核
裁军也十分积极。1966年，为促使非核国家加入拟议中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苏联向联合国提议
缔结一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公约。1972年9月，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建议永远禁止使用核武器。1982年6
月，勃列日涅夫在联合国裁军特别会议上宣布，苏联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苏军将只在经受
第一次核打击后才实施核报复。苏联在阿富汗战争期间也没有使用核武器，尽管在战争后期它面临极
为不利的局面并最终撤出。当然从理性的角度来说，苏联攻占阿富汗是为了扶植一个亲苏政权，使用
核武器对付阿富汗人无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此外，从战术上说，用核武器对付以游击战擅长的阿富
汗抵抗组织也不起什么作用。 苏联认为冷战是一场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因此十分乐意于把自己
装扮成一个爱好和平并支持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斗争的国家。如果苏联对一个非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器，那就意味着其数十年国际宣传的破产，绝对会伤害到自己一直在努力树立的国际形象和已经
获得的国际声望，最终导致其无法在道德和意识形态制高点上压倒西方国家。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把
防止核战争和削减核武器当做苏联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到他卸任之时，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签订了三
个具有实质意义的核裁军和军控条约，包括1987年的《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1988年的《弹
道导弹发射通告协议》和1991年的《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 1993年1月，作为苏联核力量继
承者的俄罗斯与美国签署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是俄罗斯在核裁军道路上走得最远的
一步。很快，俄罗斯就在坚守“不使用核武器”规范上开始后退。由于俄罗斯国力特别是军事力量的
衰退，叶利钦被迫重新审视核武器在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1993年11月公布的《俄罗斯军事
学说基本原则》指出，俄罗斯不会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非核缔约国使用核武器，但会针对某个
核国家的盟国或与某个核国家共同行动的国家使用核武器。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俄罗斯的核武器会用
于反击针对俄罗斯及其盟国的攻击。由此可见，俄罗斯已经放弃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为
加强战略核武器的有效性，俄罗斯在1993年以后放慢了核裁军的步伐，重点提高战略导弹的突防能力
、命中精度和毁伤能力，加强其机动性能和生存能力。为此，俄罗斯重点研制了陆基的白杨-M和海基
的布拉瓦型洲际弹道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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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在书店寻此书很久，终于在当当找到了，价格也算公道，好！
2、hope to get some new ideas from this book
3、论文均为中英对照，但是只有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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