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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权力周期理论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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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际政治的权力周期理论的核心要素是相对权力、角色。权力周期理论在和传统

的均势理论、体系稳定、霸权稳定论、机制理论的对比中凸显其特点，其动态均衡——横向静态的均

势与纵向动态的国家权力涨衰相融；相对权力和角色的互动影响世界体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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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西方学者对一个国家的权力大小是由什么

因素确定的，权力的根源是什么，什么是权力都存有

争论，但是他们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国家的权力是由国

家的实力确定的。因而，研究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影

响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权力周期理论的提

出为治国方略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也是国际关系坚实

的解释、预测工具。本文将就权力周期理论做出一些

分析和评论，并和国际关系的一些理论试作比较。

一、权力周期理论的要素分析

(一)相对权力

国家的权力只有和同一体系同一阶段的其他国

家相比才能够显现其价值和威力大小，权力周期的考

察对象是相对权力而不是绝对权力。古典现实主义

的绝对权力的无限追求就堕入了权力的死胡同，权力

不是越大越好，超大的国家权力并不足以保证国家的

安全，这一点已取得共识。况且绝对权力不能够解释

权力的动态变动，只有相对权力内含结构中权力改变

的态势。

在某种程度上，权力周期理论的相对权力与体系

结构理论中的权力刻画有些相似，但由于结构具有持

久性，体系结构理论的权力分布及改变明显具有滞后

性，如果结构不是在突变的情况下，这样就很容易忽

略它对行为体的影响，而权力周期的相对权力曲线可

以给突然或不可预期的结构改变提供原因机制，它对

改变的态势更具敏感度。

(二)角色

在权力周期理论看来，国家对自己在国际格局的

定位应十分准确，合理的定位有利于国家在长远的利

益，并为外交政策的作出予以可靠前提。外交政策角

色(权力周期理论)既是外交政策行为本身又是维持

世界格局的责任，它根据相对权力确定。权力周期理

论赋予了角色相互依存的色彩，它认为权力和角色任

何一个都是多元和共享的，尽管每个国家都是不均衡

的，但同独断控制体系相反，领导角色是最强大国家

同其他有能力在国际事物中承担重大角色的国家一

起扮演的。同相互依存理论一样，两者都承认且强调

国家之间的权力是不均衡的。托马斯·谢林指出，相

互依赖实际上是一种混合动机搏弈，冲动和谐均有充

分表现，而权力是相互依赖的核心因素⋯。对于前

者，相对权力是外交政策角色的核心因素，不过权力

周期理论更注重于动态的和谐，权力周期理论是一个

“吸收了结构改变”的理论，它涉及到系统中正在改变

的角色和权力的相互调整。因而在战争与和平的解

释上，权力周期理论认为：权力和角色的均衡是国际

体系保持稳定的关键，但并不是中心体系的某个国家

权力改变就会导致体系的变动，而是中心体系的好几

个国家的权力和角色转变将引起结构的松动。所以，

通过适应和调整，反对和均衡，战争可以在一个长期

的权力和角色的均衡中得以排除。这也被认为是权

力周期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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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权力周期理论的以上两个特定术语可以看出

它的一些特征。从根本上来说，相对权力是该理论的

灵魂；动态的均衡、权力和角色是否统一是它解释体

系结构变化的手段。基于以上认识，以下将对权力周

期理论和国际关系的一些理论进行评比。

二、权力周期理论的比较

(一)权力周期理论和传统的均势理论

权力周期理论不同于传统的静态的均势，它给我

们提供了一个动态的视角去观察国际关系核心问题。

传统的均势理论在实践中往往受到质疑。尼古拉斯·

斯拜克曼认为“只有当一国拥有一部分可以自由支配

的多余力量时，才有可能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2]，也

就是说，均势在实践中是不确定的，在无政府体系结

构里，为了谋求自身安全而采取的自助行为有可能被

为寻求优势而实行的均势所覆灭。其次，我们不能够

否认国际体系是变动的，这种变动隐含国家权力和结

构本身的双向变化。而传统的现实主义思想家所聚

焦于国家之间权力关系的横向分布领域显然不能够

完全反映上述变化波动，尽管在某个时段传统均势理

论可以解释国际关系状况，但它对下一阶段的发展束

手无策。就像摩根索所说“均势只是偶然或只有部分

阶段是稳定的，其性质都是不稳定的和变化的”【3]。

相对的是，权力周期理论考察了体系中每个国家相对

于其他国家力量的成长、成熟、衰败，即相对权力。而

均势理论家却从来没有系统的考虑过国家之间的纵

向关系，这也是均势理论不稳定的关键因素。落实到

操作上，国际关系实践者就可以根据权力周期理论提

供的周期性预测，对国际关系进行处理，而不象古典

现实主义一样守着均势亦步亦趋，为着稳定而采取的

均势往往并不会按意想的结果带来稳定。二战前，英

国的所谓长期均衡的一贯政策反让其自己吃尽了

苦头。

(二)权力周期理论和体系的稳定问题

权力周期理论建立在国家改变的相对力量的观

念上。它的前提预设和现实主义一样都强调权力在

解释国际关系的重要性。权力周期理论的特点在于

它从横向的静态空间上和纵向的动态权力周期波动

时间上综合考虑国际体系的结构变化。所以，权力周

期理论又一次避开了到底哪种国际体系更容易导致

战争与和平的争执。

卡普兰在他的国际体系模型里探讨了若干国际

体系运行的基本规律，其他一些学者如卡尔·多伊奇、

戴维·辛格、华尔兹等人都曾经致力于研究多极和两

极结构对战争和体系稳定的影响，他们提出了各种模

型试图找出体系稳定和变动的动力机制，但很少涉及

一个体系到另一个体系的转变过程。在权力周期理

论看来，转变过程产生的不可预期的对外交政策破坏

的非线性改变是重大战争的导火索。其实，国家层次

和体系层次是不可分离的。

多兰在分析过自现代国家体系产生以来的五个

重大历史事件之后，认为，是替代体系变革本身导致

了战争。加迪斯指出，稳定的体系(Stable Svstem)就

是能够保持该体系的基本特征，避免任何一个国家支

配该体系，同时又能够保证体系成员的生存，并能防

止大规模战争爆发的国际体系∞一。那如何产生稳定

的体系呢?权力周期理论认为，体系是国家根据数

量、相对权力、角色和均衡相互作用的动态结果。

(三)权力周期理论和霸权稳定论

吉尔平和莫德尔斯基的霸权周期论的共同点是，

霸权国家和挑战国家的交替出现和相互间的冲突是

国际政治体系变动的必然结果，也是国际政治体系变

动的内在动力。莫氏的全球问题可以解释为：体系在

运行过程中所遇到的，与现有秩序不相适应的矛盾或

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随着时间的推延，有些问题越来

越难以调和，直至演变为全球问题，最终表现为权力

分配的失衡H】。所以，霸权稳定论同权力周期理论一

样描述了各个国家权力不可避免的此消彼涨，也就是

相对变化。这就需要调整角色和权力的关系，当霸权

衰弱时，国际政治和经济开始动荡，需要新的规则和

秩序来约束每个国家。但霸权稳定论强调由霸主创

建和保持规则的应用；而权力周期理论认为规则产生

及保持是通过中心体系的所有国家及所依赖的环境

和力量经讨价还价式的谈判和妥协所达成的。如北

约并不是一个平等的联盟，但没有美国参与是难以置

信的，而英国和加拿大却是提出建立北约的倡议者。

权力周期理论认为只有当我们既从横向考虑均

势又从纵向考虑相对国家权力的起伏，更深入和更广

泛的理解才有可能。甚至权力周期理论对环境也有

了谨慎的评估。因为同对环境的正确认识一样，对环

境的错误认识也会影响到情绪、偏好、决策及行为。

(四)权力周期理论和机制理论

霍布斯相信，“没有武力保证的契约只是一纸空

文，根本不能确保人的安全”[5]。古典现实主义认为，

国家存在于一个无政府体系中，国家政策的基础是以

权力为后盾的国家利益。同现实主义一样，权力周期

理论十分注重权力在国际关系的应用，而该理论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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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立在相对权力的概念之上。在机制理论里也谈

到了权力：为实现个别利益的权力叫“特定权力”，为

促进共同利益的权力叫“共同权力”。提高“共同权

力”意识是国际机制发展的关键。№·不难理解，所谓

“共同权力”只是共同认同的国际规则的一个延伸而

已，同权力周期理论的相对权力有本质的区别，机制

主义的“共同权力”可以理解为经典意义上的权力所

铸造的权力。机制主义并不否认权力的作用，只不过

它致力于使权力服从于拥有权威的国际组织。两者

都承认权力是一个重要的变量，而在权力的重要程度

上产生了分歧。

确实，机制主义有这么一个传统，就是强调国际

法和国际组织的重要性，而不太注重权力。1977年，

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汗出版的《权力和相互依

存》中探讨了国际机制和复合相互依存和权力的关

系，认为复合相互依存条件下的权力资源——非对称

相互依赖难以衡量，因而难以作出判断。所以，他们

把对相互依赖关系产生影响的一系列控制性安排

(Goveming Amngements)称为国际机制(IIltemational

Regimes)⋯。可见，奈和基欧汗是把权力变动纳入国

际机制作以分析的，而权力周期理论则是紧紧把握相

对权力进行分析，并没有借重国际机制的外壳。

从以上的分析比较可以得出权力周期理论的一

些特点。它自1971年多兰提出以来，改变了以往国

际政治研究赋予的国际体系的绝对静止的观点，替之

以动态的更宽泛的国际政治观察视角。但是，如何判

断国家的相对权力波动的潜在经济机制，如何看待权

力周期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如何定位国家的对外经济

行为的非线性界点等等，都是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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