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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9·11”事件发生两年半后, 西班牙又发生

“3·11”恐怖袭击事件 。“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局势

依然动荡。伊拉克什叶派仍在与美军激烈交战,沙特

阿拉伯 、叙利亚首都相继发生震惊世界的恐怖爆炸事

件。一场从北美蔓延到欧 、亚 、非地区的全球性非对称

战争似已拉开帷幕。伊拉克战争不仅未给美国带来安

全,反而使国际反恐形势更加复杂而严峻 。人们不能

不认真思考,如何才能摆脱这种安全困境, 获得“可持

续安全” 。

一　“可持续安全”
———与“可持续发展”同等重要

　　1992年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提出“可持续发展战

略”, 强调经济发展必须有利于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生态

系统的良性循环,绝不能以浪费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

为代价 。同经济增长一样, 安全也是有其“极限”的。

超过这个看不见的“极限”,就会发生“安全异化”现象,

即出现旨在谋求单方面绝对安全的理想 、措施 、投入

等,反而造成新的不安全或安全环境恶化,导致事与愿

违的结果 。

《现代汉语词典》对“异化”所下的定义是:“1.相似

或相同的事物逐渐变得不相似或不相同 。2.哲学上指

把自己的素质或力量转化为跟自己对立 、支配自己的

东西。”① 所谓“安全异化”, 是笔者引用哲学中“异化”

这一术语来揭示人们获取安全的能力或努力反而威胁

或损害自身安全利益的矛盾现象 。只有深刻认识“安

全异化”现象的危险性和危害性,才能理解“可持续安

全”理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为人们之所以认同“可

持续发展”的理念,实质上是发现并承认在经济发展方

面存在“异化”现象,并力图解决人类经济发展的无限

性与能源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维系发展与环境的

协调性。

当前,巴以冲突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 都出现冤

冤相报的恶性循环 。血的事实证明, 盲目依靠增强或

使用军事力量谋求本国的绝对安全, 反而可能引发更

多 、更强烈的反抗,从而使本国变得更不安全 。即使某

一方可凭借军事优势获得一时的安全, 也难保持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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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安全,甚至会造成大量能源资源浪费, 导致生态

环境恶化,使各国为可持续发展付出的巨大努力付诸

东流 。人类将继续面对一种极其荒唐和不公平的矛盾

现象:一方面,众多国家在虔诚地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改

善生态环境而投入大量精力和资金, 甚至要忍受限制

自身发展之苦;另一方面,少数国家却既不受限制地享

用能源资源, 又任意发动战争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而且, 如果人的安全受到严重现实威胁, 对所谓“可持

续发展”的关切势必大为下降 。因此,当人们普遍认同

“可持续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的同时, 还需要树立“可

持续安全”这样一种科学安全观,并以此作为制定相关

政策的普世性理念。联合国不仅应当继续坚持可持续

发展战略,而且需要研究制定一项“可持续安全”战略。

迄今, 人们往往把争取持久和平作为最神圣的安

全目标 。但越来越多的事实告诉世人:和平绝不等于

安全。和平是指没有战争, 而安全是指不受威胁。它

们是两个相互关联又彼此不同的交叉概念。和平是安

全的基本要求, 但并不等于在和平条件下就必然安全。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人类既无和平可言更无安全可言。

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没有发生新的世界大战,但

人类的“可持续安全”问题从未得到解决 。在经济全球

化和社会信息化进程中, 非传统安全威胁迅速上升,有

些还与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相互交织 。这就使和平条件

下的不安全因素进一步凸显 。如何实现“可持续安

全”, 是摆在人类面前不可回避的战略课题。

谋求“可持续安全”与争取持久和平是相通的, 不

同之处在于, “可持续安全”概念超出了争取持久和平

这一传统安全理念的框架,涵盖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

安全两大安全领域, 是谋求摆脱安全战略困境的一种

全方位的理性思考 。笔者认为, 传统安全主要是指军

事领域的安全问题, 而非传统安全一般是指军事领域

以外对公共安全 、国家综合安全和人类生存发展环境

造成重大影响或威胁的安全领域及相关问题 。它涉及

经济 、金融 、能源 、资源 、文化 、社会 、生态环境等诸多领

域,包括恐怖主义 、疾病蔓延 、走私贩毒 、非法移民 、海

盗 、洗钱等问题, 具有明显的跨国性 、可与传统安全因

素相互转化等特点。

情况显示, 对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威胁的不仅可能

来自敌对国家, 也会来自非国家 、非政府行为主体以及

跨国生态环境问题 。例如, 据 2004年 2月 22日英国

《观察家报》报道,五角大楼在向布什总统递交的一份

绝密报告中警告指出,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具有一定的

可信度,并会在很多方面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挑战,

应当立即引起重视” 。报告预测, 今后 20年全球气候

变化对人类构成的威胁要胜过恐怖主义。届时,因气

候变暖 、全球海平面升高,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和资源

将锐减,并因此引发大规模的骚乱 、冲突甚至核战争威

胁,成百上千万人将在战争和自然灾害中死亡。① 其

实,上述内容毫无“绝密”可言,美国学者早就发出过类

似警告:每一个环境因素可以成为经济混乱 、社会紧张

和政治对抗的一个根源 。② 克林顿政府也曾强调美国

必须致力于推动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但布什政府

上台后拒绝批准加入《京都议定书》表明, 美国在这方

面明显倒退。

面对现实的和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安全威胁, 人

类必须认真思考如何才能走一条“可持续安全”的道

路,实现“可持续安全”的目标, 从根本上避免“安全异

化”现象的蔓延,捍卫世界人民的基本人权。

二　“安全异化”

———美国安全理论与实践的困惑

　　在国际安全领域, “安全异化”现象在20世纪已经

相当严重,现在又有所发展。大量研究表明, 这在很大

程度上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理论及实践关系密切。

新保守主义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受到国际关系研究

界的普遍关注, 其突出特点是“迷信军事实力的作用,

相信和重视军事手段解决其遇到的问题, 包括非军事

的问题” 。③ 美国安全理论与实践的困惑主要表现在

以下方面:

第一,国家之间的战争 、军备竞赛,不仅难以确保

本国安全,还会对包括本国在内的全球生态环境造成

严重破坏 。

1991年海湾战争中, 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

拉克石油设施进行了大规模轰炸。世界卫生组织的一

项调查表明,因石油燃烧而排放的有毒气体, 导致海湾

地区民众死亡率升高了 10%。1992年科威特就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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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000人死于大气污染所引起的呼吸道疾病 。另外,

美军在伊拉克南部地区投下了大量贫铀弹, 致使这一

地区白血病等恶性癌症以及其他疑难病症的发病率比

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3.6倍。①

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 美军在南联盟投掷的贫铀

穿甲弹爆炸后, 放射性物质不仅导致污染地区肿瘤 、心

血管及神经系统疾病患者的增加, 而且还影响居民的

遗传机能,如引起造血障碍 、生育能力下降 、生长发育

迟缓等病症 。② 炼油厂被炸后,多瑙河上出现了长 15

公里 、宽 400多米的石油污染带,对动植物生存环境构

成严重威胁。③这对当地甚至欧洲部分地区的生态环

境造成严重破坏 。

2001年阿富汗战争使原本已贫瘠荒芜的阿富汗

再度饱受战争摧残 。全国绿地植被面积进一步缩小。

美军对山区使用的钻地重磅炸弹, 成为引发当地地震

的诱因 。自然和资源是战争不可避免的牺牲品,水源

危机 、物种消失 、森林减少 、土地沙化乃是战争的必然

结果 。

2003年伊拉克战争也是一场生态灾难 。据有关

专家称,战争造成的油井大火把污染物抛向空中, 并随

风力扩散到世界各地,不仅会使中东地区的环境恶化,

而且还会造成全球性大气污染 。石油燃烧对生态环境

乃至人体健康都会造成极大危害。

军备竞赛也具有同样巨大的危害。冷战期间美苏

制造了大量核弹头和核潜艇, 现在有些又要销毁。军

事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滥用,对不可再生能源造成的浪

费和对气候变化造成的恶劣影响, 绝不亚于发达国家

工业化进程带来的损害, 既不利于“可持续安全”, 也有

损于可持续发展 。

核能的和平利用可以造福于人类, 而核战争 、核扩

散 、核泄漏则将对人类安全及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

的核灾难 。未来的危险可能来自两方面:一是核扩散。

极端势力或国际恐怖组织获取核武器, 搞核恐怖活动。

二是美国先发制人使用核武器的危险性 。美国已提出

用新一代小型核武器补充核武库, 瞄准那些“好斗的小

国” ;在反恐战争的新时代加快研制新式核武器,使其

有能力摧毁深埋地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参院

已放宽在内华达核试验场进行核试验的限制 。随着美

国核弹头向小型化 、实战化方向发展,未来战争将对人

类生存的地球环境造成更大破坏。

第二, 一国谋求所谓“绝对安全”的结果可能物极

必反,增加对其他国家安全的威胁,从而引发军备竞赛

或国际安全形势紧张,使本国陷入难以自拔的“高成

本 、低安全”的安全困境。

美国的进攻性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 国家为确保

安全都将最大限度地增强实力, 通过获得比敌手更强

大的实力来寻求安全 。但一些美国学者已经意识到,

实际上“国家的战略策略越接近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

安全困境的问题就越突出” 。④ 要使和平与安全长期

延续,仅靠增强本国或盟国的军事力量是难以做到的。

盲目依靠增强军事力量谋求本国的绝对安全,反而可

能更不安全, 或陷入一种“高成本 、低安全”的战略困

境。

事实说明, 企图通过追求绝对军事优势及加强军

事同盟作战能力, 对别国形成遏制力或实施“先发制

人”的军事打击,不仅难以确保本国安全, 还可能造成

本国安全成本上升而安全系数却下降的局面 。所谓国

家安全成本,是指某一国家用于维护国家安全所投入

的军事支出等各项国家安全支出的总和 。国家安全系

数则包括国家总体安全状态和持续的时间以及国民的

安全感 。即便庞大的军事力量能使某一国增加安全

感,但同时可能增加别国的不安全感,引起别国的戒备

或对抗,反过来削弱本国的安全感。超强的军事实力

和对这种实力的过度自信,反而可能成为破坏国际和

平与安全的因素 。它尤其无助于解决非传统安全领域

的问题,甚至会制造出更多麻烦,造成本国安全水平的

下降 。

炫耀绝对军事优势并不等于获得实际安全优势。

目前,美国正陷入一种前所罕见的“高成本 、低安全”的

困境,一种国家安全成本不断升高而国民安全感不断

下降的怪圈 。据预测, 2010年之前美国国防费用可能

突破 5000亿美元,约占全球军费总额的一半。⑤ 然而,

美国并未因此而得到相应的安全。美国投入巨资建立

的核武库和导弹防御系统,不仅面对国际恐怖主义威

胁无能为力,甚至可能沦为遇袭的目标 。如果真正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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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美国人安全的角度考虑,无论在美国境内或境外

其实是同等重要的 。而如今,美国人在伊拉克已成为

活靶子;从南亚到北非,一个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恐怖

事件多发地带正在形成;世界各地针对美国的恐怖势

力“消而不灭”。这些很难令美国人民相信反恐战争使

他们更加安全了 。

事实证明, 以反恐为名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 即便

可以凭借高科技武器迅速取得战场上的胜利,也难以

获得自身的“可持续安全”, 甚至使本国更不安全。战

争虽然可以摧毁一国的政权,但一旦在民众心中埋下

复仇的种子,弱者对付强者的手段必然是自杀性的 、血

腥的。在力量对比极度失衡的情况下, 以暴易暴引发

的恐怖袭击将有增无减。伊拉克战争表明,美国的“先

发制人”战略实际上只是入侵别国的战略,而不可能是

真正有效的反恐战略 。反恐必须得到人民群众的支

持,否则, 任何军事打击都将适得其反。伊拉克战争一

年多来,美国在当地付出惨重代价,激起伊斯兰世界民

众的反美情绪可能影响几代人 。

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 2003年 10月 16日

的备忘录中哀叹:“我们是赢得还是输掉了全球反恐战

争?”战争的“成本效益比价对我们非常不利, 我们花费

的金钱以数十亿计, 而恐怖分子的开支只有数百万美

元” 。“联军可以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在阿富汗和伊拉克

取得胜利, 但进展将是漫长和艰难的 。”① 对美国来

说,更麻烦的问题在于伊拉克战争的性质一直受到国

内外的普遍质疑 。美英联军以反恐和清剿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为由发动这场战争,但至今既未发现萨达姆与

基地组织之间有何联系, 也未找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的证据 。在这种背景下, 被占领国家人民

反抗占领军的行为与恐怖主义究竟如何区分 ?美国及

其盟国长期驻军伊拉克是否合法? 美国及其盟国的民

众再度发起反战示威游行,要求从伊拉克撤军,或许便

是一种回答。

第三,美国在国际上以武力推行“民主”, 已造成国

际关系领域极不民主的“民主异化”现象 。

美国的所谓“新保守主义”者主张, 为维护美国的

安全, 要用武力改变“无赖国家”的政权, 实现所谓“大

中东民主计划”,在全球推行“民主”, 但却面临许多理

论上的悖论和实践中的困境。

( 1)尽管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但并非毫无秩序和

规则, 《联合国宪章》等战后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法的

存在即说明这一点 。无视甚至践踏这些原则,以武力

改变在一个主权国家的政权,不能不给世人留下这样

的印象:世界超级大国在要求别国国内实行“民主”的

同时,自己却在国际上搞超级独裁 。

(2)美国宣扬民主的标志之一是国家领导人直接

选举,但在伊拉克政治重建过程中则又不得不竭力避

免直接选举 。因为伊拉克人口中 60%以上是什叶派

穆斯林,一旦实行直选,很可能出现一个对美不利的什

叶派伊拉克政权 。很显然,如果让美国选择是在伊拉

克谋求形式上实现美式“民主”, 还是建立一个亲美政

权,美国将选择后者 。

( 3)美国标榜推翻萨达姆政权是为“解放伊拉克人

民”, 给中东带来“民主 、自由与人权”,而美军的虐囚事

件则激起世界人民的普遍厌恶 。尽管布什总统为此道

歉,但美军的丑陋暴行无疑增加了世人对这场战争性

质的质疑。很显然, 美国为榨取情报而采取的虐囚手

段,与它宣扬的尊重人权的价值观是自相矛盾的。

(4)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虽然获得部分盟国不同

程度的支持, 但包括美国在内, 各国人民掀起反战浪

潮,并可能引发政府更迭。以“导弹加民主”推翻别国

政府的政府,终将在“反战加民主”的浪潮中被本国人

民所唾弃 。支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西班牙首相阿

斯纳尔在“3·11”爆炸事件后的选举中惨败, 具有典型

的象征意义 。一旦反战民意化为选战选票, 是否会形

成美国及其盟国更换政府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值得

关注 。

三　探索新的安全之路
———建构“可持续安全战略”

　　上述分析表明, 21 世纪初“安全异化”现象的出

现,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美国政府决策的

必然结果 。

即便西方的民主制度相对封建专制来说是历史的

进步,但所谓“先进的民主国家”对所谓“落后的独裁国

家”发动战争,仍然不具备正当性与合法性, 同样会产

生“安全异化”, 而且暴力的作用力越大,带来暴力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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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ttp:// chinanews.com/ n/ 2003-10-22/261/ html-17k,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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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力也会越强 。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归根到底

是伴随经济发展内在需要的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 是

主权国家人民的自主选择,而不是外部暴力可以强加

的。在21世纪,人类需要“可持续安全” 。为维护世界

和平与共同安全,国际社会应该确立并认同“可持续安

全”的普世性共同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安全范

式。最关键的是作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美国要更新

战略观念,将无与伦比的战略能量运用到正确的方向,

而不是相反 。作为一种新的安全范式, 笔者仅在此就

“可持续安全战略”提出一些基本思路供探讨:

———从本质上讲, “可持续安全战略”是谋求国家 、

地区乃至全球可以长期持续确保和平与安全 。“可持

续安全战略”的建构决不只是某个国家的安全战略问

题,而是关系到人类前途命运的国际社会共同的安全

战略问题 。其基本特点是:重视综合安全,提倡合作安

全,谋求共同安全,争取持久安全。

———从目标上讲, “可持续安全战略”就是要保持

和平与安全状态的可持续性。一是要在传统安全领域

长期保持世界和平, 二是要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长期加

强双边及多边国际合作。“可持续安全战略”追求的就

是要通过国际社会的和平合作, 争取使各国能以较低

的安全成本保障较高水平的安全状态, 维护人类安全。

———从理念上讲, “可持续安全战略”以人为本,注

重国家生存的安全环境与生态环境的统一性 。它要求

不得用战争解决主权国家之间的纠纷, 尤其反对使用

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反对核扩散与军备

竞赛,反对以破坏社会 、文化 、经济和生态环境为代价

换取某一国家或国家集团片面的安全利益。

———从内容上讲, “可持续安全战略”所采取的措

施应具有预防性 、综合性和协作性 。当今世界,国家面

临的安全威胁日趋多元化 。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

全因素相互交织,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单独应对上述

威胁的挑战,需要各国之间在社会 、文化 、宗教 、经济 、

政治等多方面加强合作, 综合治理,以利消除安全威胁

的根源。为谋求人类的“可持续安全”, 联合国应发挥

重要作用 。

———从途径上讲, “可持续安全战略”提倡国家间

实行非暴力的多边主义 。50 年前诞生的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 、28 年前签署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都体

现了这种“国家间非暴力多边主义”的精神;东盟地区

论坛 、上海合作组织 、“六方会谈”等亚洲多边安全对话

与合作机制,都实践了这种“国家间非暴力多边主义”

的原则 。这是一种体现亚洲特色的安全模式,它不赞

成单边或多边武力解决国际争端。

———从格局上讲, “可持续安全战略”尊重国际社

会的多样性,是建立在世界各种文明 、不同社会制度和

发展道路彼此尊重 、和谐共存基础之上的。21世纪头

20年, 世界格局将是一极多元结构, 即美国“一超”与

世界多种力量在竞争中合作并存的“一极多元格局”。

在这种格局下, 存在着国际社会就共同安全关切加强

合作的可能性, 而推行单边主义无论如何都难以摆脱

安全困境 。

———从范围上讲, “可持续安全战略”强调维护国

家 、地区及全球安全的整体性 。国家之间恪守《联合国

宪章》特别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保障主权国家的生存

与安全是实现“可持续安全”的基本前提 。任何国家的

安全政策都不应对其他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 。地区安

全合作的主张与安排应尊重有关各国的安全关切与意

愿,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实现全球安全。

———从根本上讲, “可持续安全战略”有赖于世界

各国的共同发展 。“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是一

个大系统中相互关联 、相辅相成的两大子系统,就好似

一部双轮车的两个轮子, 缺少哪一个,就会变成独轮车

而不稳定,甚至难以前行 。为争取“可持续安全”, 作为

发达国家,应高度重视解决南北问题,尊重发展中国家

的主权 、生存权与发展权,通过经济合作促进当地经济

发展,消除贫困,缩小南北差距, 从而确立“可持续安

全”的经济基础 。美国应大幅削减军费,要像防止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那样, 限制或禁止“大规模破坏生态

环境武器”的研制和使用,而将节省下的资金用于促进

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援

助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 。这将有助于消除国际

冲突产生的根源,减少有关国家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

安全两方面付出的成本和代价 。

[收稿日期:2003-11-17]

[修回日期:2004-05-10]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49—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4年第 7 期



incorporating other modes of thinking into a more comprehensive theory.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 German School of

constructivism stands out in its study of the roles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in IR.The future of constructivism in China is

determined not only by the features of Chinese society that prepare the soil for constructivism to ascend to a mainstream theory

in China, but also by its strength in explaining many major Chinese issues regarding theworld order, the peaceful rise of China,

and the Taiwan issue.

Summary of the Speeches at the Seminar on“Mainstream IR Theories and Their Criticisms”

Zhang Ruizhuang, Xu Jia, Pan Zhongqi, Sun Xuefeng, Liu Feng, Men Honghua, Yuan Zhengqing, Fang Changping,

Xue Li, Zhang Jianxin, Xing Yue and Tang Yongsheng(29)

The Construction of a“ Sustainable Security Strategy” ———Philosophical Examination of Security Strategy in the 21st

Century

Liu Jiangyong(45)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he phenomenon of security alienation, the essay argues that sustainable security is as important

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security strategy covers both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reas.It connotes a situation in which a country, region, or the entire world maintains a durable peace and security,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both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or the existence of states.In

addition, it advocates preventive, synthetic, and cooperative approaches, respect for divers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non-violent multilateralism in the interaction among states, and it regards national security, regional security, and global security

as part of an organic whole.The essay concludes that security relies on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all the states in the world.

Globalization, Human Security, and the Post-SARS Era: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Wang Kunyi　Cai Yuming(50)

The advent of globalization also brings about a globalizing of risks.The outbreak of SARS dampens global optimism and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bringing to the limelight the heretofore neglected issue of human security.Based on a

human security approach as highlighted by SARS, and after reflecting on the new security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n

the post-SARS era, the essay explores future cross-Strait relations.The essay concludes that if human security is taken as the

basis of the expanding globalization, a common consensus on human security can be easily achieved across the Strait.In other

words, if an ideal discourse, valuing humanity above all else, can be constructed to defend the universal values of mankind, the

authorities across the Strait most likely will be able find a resolution to the Taiwan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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