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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竞争与互补*

———以建设和平为例

何摇 银

摇 摇 揖内容提要铱 摇 目前,国际关系学界鲜有关于规范竞争问题的系统性、理论性研

究。 根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三大主流学派和英国学派的理论逻辑,规范竞争是一种二

元对立的静态关系,必然出现一方胜出的零和结果。 作者借鉴中国思维的过程视角,

将规范竞争看做是一个动态过程,并提出理论假设:规范竞争导致规范互补。 作者提

出在建设和平的实践场景中,中国的对外援助和投资等国际行为传播了“发展和平冶

规范,该规范与“自由和平冶规范之间存在竞争关系。 在案例研究部分,作者提出在

“自由和平冶规范与“发展和平冶规范相互竞争的利比里亚,建设和平的效果要好于“自

由和平冶规范独霸的海地。 这样的差异表明,两个和平规范之间的竞争不但有助于改

善建设和平的效果,还有利于它们共同传播。 最近几年建设和平领域出现的一些新动

向表明,“自由和平冶与“发展和平冶这两个和平规范,已经出现了相互学习和互为补充

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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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摇 引言

随着“走出去冶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日益增长。 中国

与传统西方援助国在援助行为上存在很大的不同:中国注重帮助受援国改善基础设施

和发展经济,不为援助设置政治条件,而传统西方援助国注重帮助受援国开展制度建

设,常常为援助设置政治条件。淤 有学者提出,对于那些历经过国内冲突并正在开展

建设和平(peacebuilding)的国家来说,中国的援助传播了一种新的和平规范,与传统

西方援助国传播的“自由和平冶规范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于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

国,而西方长期以来占据国际格局中的霸权地位,两种具有不同背景的和平规范同时

在建设和平的场景中传播,意味着中国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国际规范接受者,而是开

始成为国际规范的倡导者。 一些人对此感到不安,认为中国会破坏由西方主导的国际

秩序。 一位从事外交政策研究的美国学者将中国说成是“无赖援助国冶,认为新兴援

助国提供的援助只会让世界变得更加腐败、混乱和专制。盂 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提出,美国和西方可以接受一个崛起的中国在物质实力上超过美国,但是决

不能容忍中国推翻现有由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体系。榆 这些观点反映了一种思路,即

认为世界政治中任何竞争都必定是冲突的,结果必定是零和的。 在世界政治的实践活

动中,发生在不同规范之间的竞争会出现怎样的结果? 这就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

本文的第二部分将梳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关规范竞争的观点,分析其中存在的

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有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部分提出与研究问题相关的理论假

定,并据此推导出一个关于规范竞争的理论假设,即规范竞争导致规范互补。 第四部

分将提出并阐释“发展和平冶的概念,并通过分析“自由和平冶与“发展和平冶这两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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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2014 年第 4 期

平规范在建设和平实践场景中竞争的结果,证明第二部分提出的理论假设。 最后一部

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二摇 文献梳理

目前,国际关系学界鲜有关于规范竞争问题的系统性、理论性研究。 西方主流国

关理论对规范的国际政治意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并且都没有把规范竞争当做一个理论

问题进行研究,所以,只能从它们的理论逻辑推导出各自关于规范竞争的观点。 本文

将梳理权力派、制度派、规范派以及英国学派的观点。淤

权力派认为世界秩序是以物质实力为本质特征的权力秩序,权力是国际政治的主

导力量,而规范是权力的附属品,不会直接影响国际政治的结果。于 按照这种逻辑,尽

管体系层面的竞争可能从权力延伸到规范领域而出现规范竞争,但是规范竞争的结果

会受到权力竞争结果的左右。 由于权力竞争的目的是追求相对收益,结果必然是零和

的。 所以,在权力派看来,规范竞争的过程充满冲突,结果必定是权力大的一方的规范

战胜权力小的一方的规范。

制度派认为国际制度是降低交易成本、减弱政治市场失灵的工具,是国际体系成

员的普遍需要,即便霸权衰落之后,其所创建的国际制度也会继续存在。盂 不难发现,

在“霸权之后冶,霸权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改变,改变的只是霸权的形式,从物质霸权变

成了制度霸权。 这实际上是为制度预设了永恒的“霸权冶身份。 伊肯伯里呼吁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国家齐心协力,防止崛起的中国“破坏冶现有的国际制度体系,就是出于维

护制度霸权的目的。榆 制度派认为规范是国际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规范一旦被霸权

提供给国际社会,就可能成为霸权规范而存在,不会被其他规范所取代,即便发生规范

竞争,也只能而且应当是出现霸权规范胜出这一种结果。

规范派信奉观念主义,将规范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认为国际规范的影响和作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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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性的。 和制度派一样,规范派也预设了规范的身份,相信只有霸权供应的规范才

是重要的,才能够在国际上传播。 但是与制度派将规范的身份笼统地概括为“霸权冶

不同的是,在规范派那里,“霸权冶具体化为了“西方冶,有关规范的研究出现了“西方规

范偏见冶。 “西方规范偏见冶就是从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起点出发,将西方身份作为国

际规范身份的前提假定。

规范派的“西方规范偏见冶同时也表现为“好规范偏见冶。 其逻辑是那些以普世主

义、个人主义、自愿性权威、理性进化和世界公民等原则为基础的规范更容易传播。淤

玛格丽特·凯克(Margaret Keck)和凯瑟琳·辛金克(Kathryn Sikkink)将容易传播的

规范分为两类:一类是涉及人身安全和禁止对弱势人群或“无辜冶人群进行人身伤害

的规范,尤其是当存在短期因果效应的时候,这样的规范最容易传播;另一类是在法律

上规定机会平等的规范。于 “好规范冶实际上是反映西方价值观和文化的自由民主规

范。 按照“西方规范偏见冶或者“好规范偏见冶的逻辑,西方主导的规范就是“好的冶和

“进步的冶,所以享有国际合法性和传播权;非西方规范是“不好的冶和“落后的冶,不享

有国际合法性和传播权。 所以西方规范与非西方规范之间的竞争,必然而且只应当出

现西方规范获胜这一种结果。

英国学派提出了国际社会这个重要概念,并将规范作为核心研究内容。 不过与规

范派从政治学和社会学角度来定义规范的含义不同,英国学派偏重从道德和法律的角

度理解规范的含义。盂 尽管英国学派也没有研究规范竞争的问题,但是从巴里·布赞

(Barry Buzan)有关中国崛起问题的研究当中,不难发现相关的观点。 布赞指出,中国

强调和谐与和平的世界,倡导共同发展,声称不威胁(他国),严格解读国家主权平等

与不干涉原则,强调文化与文明、社会系统和发展途径方面的差异。 他认为,这其实是

一个结合了多元主义、古典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的国际社会观,也就是和谐世界观。榆

布赞声称,中国以和谐世界为内核的国际社会观,与西方以自由民主和平为内核的国际

社会观之间存在冲突,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所以中国的和平崛起不可能实现。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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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布赞的观点不难推断,非西方规范与西方规范发生的竞争,其过程必定是冲突的,

结果必定是西方规范胜出、非西方规范失败。

综上所述,西方主流国关理论对规范的理解各有不同,但是在对规范竞争的认识

上却惊人地相似,即都将规范竞争看做是一种二元对立的静态关系,并且都相信必然

出现只有一方(通常是享有霸权地位的西方规范一方)胜出的零和结果。 笔者不认同

这种规范竞争必然会出现唯一和确定的结果的观点,而是相信还有可能出现其他结

果。 笔者借鉴国际政治分析的过程视角来研究规范竞争,淤提出规范竞争的本质,并

非是西方学者所认为的那种静态、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互动的过程。 在过程的视

角下,规范竞争可能会出现规范之间互相借鉴的非冲突过程以及互为补充的共赢

结果。

三摇 理论假设

本部分将首先提出与规范竞争问题相关的前提假定,然后在此基础之上推导出本

文的基本理论假设。

(一)关于规范竞争的理论假定

本文提出三个假定:假定一,不同的实践场域产生不同的规范。 规范产生于实践。

规范属于人的思想和意识范畴,而实践是人的社会活动,两者之间关系密切。 建构主

义认为,结构与施动者相互建构,而实践则是连接结构与施动者的中介,实践的力量在

于其创造了连接结构和行为体的主体间意义。于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社会

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冶,主张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盂 总之,规范不会

凭空出现,只会生成于人类实践的场域。

假定二,国际体系是一个等级体系。 无政府世界是一个等级世界,国际体系的特

征表现为深刻的等级性。 国际关系结构主义理论大多持这样的观点,而差别主要表现

在对秩序实质的认定上。 比如,权力派认为这种秩序是权力秩序;而以新马克思主义

为基本理论框架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鄄system theory)则认为这种秩序是整个国际资

·901·

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

淤

于
盂

关于国际政治分析的过程视角,参见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93 页。
焦兵:《现实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的权力建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 年第 4 期,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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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世界的分工秩序。淤 值得注意的是,权力派只重视国际格局中权力最大的少数

国家,尤其是霸权国和挑战国,或者说只关注国际权力格局“金字塔冶顶端的情况,而

忽略了金字塔其他部分的情况。 世界体系理论将国际体系划分为“核心冶、“半边缘冶

和“边缘冶三个地区,勾勒出了一幅更为完整的国际等级体系图谱。

假定三,世界政治是动态的过程。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主流理论都是体系理

论。 体系理论相信存在一个已知的国际体系,这个国际体系在权力派那里是物质霸权

体系,在制度派那里是制度霸权体系,在规范派那里是文化霸权体系。 这些都是霸权

维持理论,研究的是美国主导的国际霸权秩序下的国际活动。 英国学派所言的“国际

社会冶的出发点是欧洲,延伸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际社会,实际上也是一个“霸权

社会冶。 无论是三大主流理论的不同形态的霸权,还是英国学派的社会霸权,反映的

都是一种静态的国际体系秩序。 在这种静态的国际体系秩序下,各种国际互动和实践

都按照某种因果关系开展,容易寻求静态中的必然因果关系。于 本文质疑这种基于静

态因果关系的确定性逻辑,相信国际政治是一个产生不确定结果的动态过程。

(二)关于规范竞争的理论假设

第一,基本假设的推导过程。 从前提假定一可以推导出:整个人类世界存在不同

的实践场域,每个实践场域都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社会,即人类社会的子社会。 每一个

子社会都有一套独特的生成于实践的规范体系。 不同的子社会之间发生互动,会表现

为不同实践背景的规范之间为争夺传播权而出现的竞争。 规范竞争的基本形态如图

1 所示,是产生于一个实践场域的规范(规范 X)与产生于另一个实践场域的规范(规

范 Y)之间的竞争。

图 1摇 规范竞争的基本形态

从前提假定二“国际秩序等级论冶可以推导出:由于国际体系具有等级属性,而规

范体系是整个国际体系的一部分,所以国际规范体系也具有等级属性。 在国际政治的

现实中,国际秩序的等级性具体化为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对立和主从关系。 正如塞缪

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指出的:“在所有的文明之中,唯独西方文明对其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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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产生过重大的、有时是压倒一切的影响。 因此,西方的力量和文化与所有其他文明

的力量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文明世界最为普遍的特征。冶淤如图 2 所示,具有等级

性的国际体系,实际上包含一个占中心地位的西方规范体系以及一个居于边缘地位的

松散的边缘规范体系。

图 2摇 国际规范体系的等级结构

安·弗罗瑞尼(Ann Florini)是少数尝试研究规范竞争问题的学者之一。 她通过

将规范与基因进行类比,分析了一个主张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实现透明化的国际规范取

代根深蒂固的相关主权规范的原因,提出了一个分析规范进化的理论模型,即:一个规

范要取代另一个规范,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其一,该规范是否重要得能够在规范体

系中立足。 其二,该规范是否能够与(同一规范体系中的)其他与之不存在竞争关系

的规范进行良性互动。 其三,规范体系面临的外部环境条件。于 弗罗瑞尼的研究尽管

具有开创性,但是她所研究的规范竞争发生在西方主导的规范体系之内。 本文将这样

的规范竞争称做体系内规范竞争(如图 3 所示)。

图 3摇 体系内规范竞争

图 3 中的椭圆指的是一个国际规范体系。 规范 X 和规范 Y 都是这个规范体系之

内的规范,它们之间的竞争所反映的矛盾,是发生在同一规范体系内的具有相同身份

的规范之间的“内部矛盾冶,是能够受到所在规范体系内主导权力调和的矛盾,而不是

体现国际体系层面竞争的结构性矛盾。 所以不难发现,弗罗瑞尼所设定的一个规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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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另一个规范的三个条件,无不反映出结构性和谐。

本文认为,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中,规范竞争的本质形态,既不是中心规范体系内的

规范之间的竞争,也不是边缘规范体系内的规范之间的竞争,而是这两个规范体系的

规范之间的竞争,即体系间规范竞争。 如图 4 所示,实线椭圆代表中心规范体系,虚线

椭圆代表边缘规范体系。 中心规范体系内的规范 X 与边缘规范体系内的规范 Y 之间

的竞争,就是体系间规范竞争,也是本文所研究的规范竞争。

图 4摇 规范竞争的本质形态———体系间规范竞争

从前提假定三可以推导出:如图 5 所示,规范竞争的过程并非一定是冲突的,结果

也并非一定是零和的,还可能出现非冲突的过程以及共赢的结果。 需要强调的是,非

冲突的规范竞争过程并不是指该过程中不存在冲突,而是指该过程的主要特征并不是

冲突的。

图 5摇 规范竞争的过程与结果

第二,有关规范竞争的基本理论假设。 综合从三个基本假定推导出的结果,可以

得出:发生在分别来自中心规范体系与边缘规范体系的两个规范之间的竞争,并不必

然出现零和的结果,还可能出现共赢的结果。 如图 6 所示,共赢有两层含义。 一层含

义是共存,意味着这两个规范同时存在、各自传播;另一层含义是互补,指两个存在竞

争关系的规范在互动的过程中出现相互影响、相互学习和互为补充。

图 6摇 规范竞争共赢的两层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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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赢的两层含义中,规范共存是共赢结果的静态形式,规范互补是共赢结果的

动态形式。 由于本文用过程的视角研究规范竞争,将规范竞争看做是一个互动的过

程,所以,笔者认为这两层含义中,规范互补是核心含义,能够最为真实地体现规范竞

争的共赢结果。 据此可以推导出本文的基本理论假设:规范竞争导致规范互补(如图

7 所示)。

图 7摇 规范竞争的基本理论假设

在这个基本理论假设中,规范竞争是自变量,规范互补是因变量,二者之间形成因

果关系。 规范竞争导致规范互补的结果,并不意味着两个规范之间的冲突完全消失,

而是指两个在主张上存在差异的规范在竞争性互动过程中,相互学习,相互补充。 接

下来本文将以建设和平为例,通过分析两个和平规范之间的竞争对建设和平结果的影

响,证明上述基本理论假设。

四摇 建设和平中的规范竞争

(一)建设和平与两个和平规范

“建设和平冶指的是建立起建设和平的架构,通过关注引起暴力冲突的根源,提升

当地开展和平管理和冲突解决的能力,推动建立持久和平。淤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民

族、宗教和种族等在冷战时期被压制的身份认同问题开始凸显,一些处于世界体系边

缘区域国家的国内冲突频繁爆发,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在联合国的主导下,建

设和平开始从概念走向实践,成为国际冲突管理的重要工具之一。

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建设和平的理念进化与实践都受到世界政治民主化和自由

化浪潮的影响,结果表现为建设和平的方法偏向了建设一个拥有领土和主权的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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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国家。淤 2004 年,罗兰德·帕里斯(Roland Paris)发表了《战争结束之后:内战后

的建设和平》一书,指出冷战结束以来的建设和平实践,实际上是在传播一个称做“自

由和平冶的和平规范。 帕里斯认为,“自由和平冶包含了这样一个假设:通过政治和市

场的自由化可以实现自我维系的和平。 具体实践方法是:在政治上倡导普选式民主,

强调法制、人权和公民社会建设;在经济上推行市场经济模式。于 一些研究建设和平

的学者对“自由和平冶进行了批判,指出向原本存在上层建筑的国家强行移植西方标

准的“自由和平冶,结果只会制造出“虚幻的和平冶。盂

有人在批判“自由和平冶的同时,开始尝试寻找它的替代方法。 比如,迈克尔·巴

尼特(Michael Barnett)主张通过多种方法和形式实现代议制,提出了“共和和平( re鄄

publican peace)冶的建设和平模式。榆 但是正如帕里斯指出的,“共和和平冶对政治参

与和代表方式的改良,立足之本还是个人自由和负责任政府这些被“自由和平冶倡导

的原则。虞 换句话说,“共和和平冶仅仅是另一个西方规范。

也有人开始把目光投向西方以外的实践场域。 随着中国“走出去冶战略的深入实

施,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不断增加,一些人开始关注中国在非洲的政治和经济实践的国

际规范意义。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黛博拉·布罗蒂加姆(Deborah Brautig鄄

am)研究发现,中国不像西方那样为援助设置苛刻的政治条件;并且,中国在非洲的援

助以及以进出口信贷为支撑的投资,很多都流向了非洲国家的资源开采和基础设施建

设领域,有利于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愚 清华大学的两位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中国

的对外援助行为。 庞珣认为中国和广大南方国家一样,其对非援助是一种基于平等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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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和不干涉内政的“水平模式冶的实践,与传统援助国立足于“给予-接受冶的不平等关

系和干涉原则的“垂直模式冶的实践形成鲜明对比。淤 唐晓阳指出,近年来中国立足国

内的发展经验改革对非援助方式,中国对非农业援助出现了将商业利益与无偿援助相

结合的市场化趋势,在国际上开创了一种对外援助的新模式。于

还有学者从和平行动的角度研究中国对非援助及维和行为。 丹妮拉·斯库瑞里

(Daniela Sicurelli)对比了中国和欧洲国家在非洲的维和行为和相关原则,指出双方在

非洲传播的是两种不同的维和模式或者说是规范。盂 斯库瑞里认为这种维和模式的

不同体现在主权原则和治理理念上:欧洲模式立足于倡导有限主权,将人权和善治设

为和平的前提条件;中国立足于主权平等原则,将经济发展设为和平的前提条件。榆

南非华裔学者郭俊逸(Steven C. Y. Kuo)研究中国对非洲安全的理解,认为中国立足

自身的发展经验以及中非关系的需要,主张帮助非洲发展经济,反对干涉内政。 中国

实际上是倡导了一个被称做“中国和平(Chinese peace)冶的规范。虞

笔者提出,中国的对外援助和投资等国际行为传播了“发展和平(developmental

peace)冶规范。 这个规范包含两个支柱:一个是以经济建设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中心,通

过国家主导的投资(包括外来投资)拉动经济发展;另一个是坚守主权规范,不为援助

设置政治条件。 就第一个支柱而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并非由中国所创,

因为东亚发展型国家和地区,包括新加坡、韩国等的成功,也都是得益于经济发展优先

的战略。愚 中国企业在非洲一些发展中国家设立经济特区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学

习了中国香港在毛里求斯等地的做法。 就第二个支柱而言,不为援助设置政治条件也

不是中国独有的做法。 正如庞珣的研究所表明的,众多南方援助国也都不愿意为援助

设置政治条件。舆 所以,与其说是中国崛起为国际规范体系贡献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规

·511·

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

淤

于
盂

榆
虞
愚

舆

庞珣:《新兴援助国的“兴冶与“新冶———垂直范式与水平范式的实证比较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3 年第 5 期,第 31-54 页。

唐晓阳:《中国对非洲农业援助形式的演变及其效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5 期,第 55-69 页。
Daniela Sicurelli, “Competing Model of Peacekeeping: The Role of the EU and China in Africa,冶 pp.

6-13.
Daniela Sicurelli, “Competing Model of Peacekeeping: The Role of the EU and China in Africa,冶 p. 1.
Steven C. Y. Kuo, “China蒺s Understanding of African Security: Context and Limitations,冶 pp. 34-37.
“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冶一词最早于 1982 年由美国学者查默斯·约翰逊( Chalmers John鄄

son)基于对日本崛起的认识而提出,之后被用于泛指在工业化方面起步较晚但成绩斐然的东亚国家。 参见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Stan鄄
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Meredith Woo鄄Cumings, ed. ,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

庞珣:《新兴援助国的“兴冶与“新冶———垂直范式与水平范式的实证比较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3 年第 5 期,第 42-43 页。



范,还不如说是由于中国崛起之力作用于国际权势格局,推动了边缘地带的实践经验

上升为全球治理国际规范,从而对国际规范体系产生影响。

表 1摇 两个和平规范比较

“自由和平冶 “发展和平冶

所属规范体系 中心规范体系 边缘规范体系

主要传播者 西方传统援助国 中国

建设和平的中心任务 制度建设 经济发展

条件设置 附带政治条件 不带政治条件

东道国地位 接受者 平等的伙伴

在建设和平的场景中,“自由和平冶与“发展和平冶是两个在内涵上存在差异的和

平规范。 如表 1 所示:“自由和平冶来自中心规范体系,长期以来主导了建设和平,而
“发展和平冶来自边缘规范体系,新近开始在建设和平中展现影响力;“自由和平冶的主

要传播者是西方传统援助国,而“发展和平冶的主要传播者是中国;“自由和平冶主导下

的建设和平以制度建设为中心,“发展和平冶影响建设和平时主张以经济发展为中心。
此外,虽然两种和平规范的主要载体都是规范传播者提供的各种援助,但不同的是,
“自由和平冶往往附带了政治条件,要求建设和平东道国进行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制度

改革,而“发展和平冶则没有这样的政治条件。 并且,在“自由和平冶的规范框架下,受
援国处于援助“接受者冶的不平等地位,而在“发展和平冶的规范框架下,受援国与援助

国之间是平等的伙伴关系。
在建设和平的实践场景中,“自由和平冶与“发展和平冶之间发生竞争,结果将会是

怎样? 必定会出现你死我活的零和局面吗? 下文将通过对比利比里亚和海地两国建

设和平的情况,回答这两个问题。
(二)利比里亚和海地的建设和平对比

在开展建设和平的众多国家中,利比里亚和海地尤为值得关注。 利比里亚和海地

这两个建设和平东道国,在包括历史、自然条件和冲突性质在内的诸多方面都存在相

同或相似之处。淤 并且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为这两个国家的建

设和平都倾注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 尽管截至目前,利比里亚和海地的建设和平都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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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不上成功,但如果深入观察,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 就目前的情形来

看,利比里亚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安全重建等方面的形势都要好于海地。

从政治进程看,利比里亚政局相对稳定,海地还处于政治混乱当中。 在利比里亚,

瑟利夫·约翰逊(Sirleaf Johnson)于 2006 年首度当选总统,并于 2010 年获得连任,使

利比里亚在政治上维持了稳定性和连续性。淤 在海地,毫无政治经验的流行歌星米歇

尔·马尔泰利(Michel Martelly)于 2011 年富有争议地当选总统。 由于反对党在议会

的抵制,新总统上任后的 5 个月里都迟迟不能任命总理组阁,而好不容易任命的总理

在上任后不到 5 个月也便辞职。 海地的政治僵局甚至严重影响了大地震后的重建。于

从经济重建看,利比里亚的前景好于海地。 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利比里亚的国

家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进程缓慢但在稳步进行之中。盂 而在海地,经济建设进展

缓慢。 且不说开展正常的建设活动,即便是 2010 年首都太子港发生里氏 7. 0 级地震

之后,受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大量的国际援助也迟迟花不出去。 人类学家蒂姆·施瓦

茨(Tim Schwartz)指出,清理太子港各处的地震瓦砾,本来可以成为改变海地经济状

况的良机。 比如,国际援助机构出资让海地人来做,从而刺激经济发展。 然而,大部分

海地人只能坐在一边,看着这些钱都进了外国公司的腰包。榆

从社会重建看,利比里亚取得的成就也好于海地。 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和联合国

等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利比里亚的战后和解工作取得了进展。虞 在海地,极度贫困和

贫富不均割裂了社会,引发了严重的阶级对立。愚 国际社会主导的建设和平并没有能

够缓解这样的阶级对立。 在 2011 年举行的大选中,前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

(Jean鄄Bertrand Aristide)领导的代表底层民众诉求的拉瓦拉斯党被排除在了选举之外。舆

有人认为,在现有的建设和平模式下,海地的社会对立还在加剧。余

从安全形势看,利比里亚的情况也要好于海地。 在利比里亚,针对前战斗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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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的努力取得了实质性成效,社会已经出现了基本稳定的局

面。淤 在海地,民间非法枪支泛滥,从城市到乡村暴力犯罪猖獗。 尽管联合国海地稳

定特派团的维和部队和维和警察协助海地安全力量,针对反政府武装和犯罪势力发起

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势,但是海地国内仍然无基本安全可言。于 在利比里亚,随着政治

局势、安全形势和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外国投资不断涌入,国家经济发展开始重新起

步。 而在海地,难以预测的安全形势、脆弱的政局以及落后的基础设施导致其很难吸

引外国投资,国家财政仍然主要依赖于飘忽不定的国际援助。盂 当前,联合国已经在

讨论结束利比里亚维和行动任务区的日程表,而联海团的结束之日还遥遥无期。榆

是什么造成了建设和平的努力在利比里亚和海地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呢? 就建设

和平的条件而言,两国的不同之处有很多,但是其中有一点最为引人注目:与利比里亚

不同的是,海地还没有与中国建立起外交关系,造成海地孤立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

响圈之外。虞 迄今为止,中海之间的经济往来仅限于普通贸易。 2005 年 8 月,中兴通

讯在海地获得了价值 3900 万美元的合同。愚 2012 年,中海贸易额为 2. 94 亿美元,其

中,中方出口 2. 84 亿美元,进口 997 万美元。舆 但这些都是普通意义上的货物和服务

贸易。 中国还没在“发展和平冶框架下为海地提供援助并对其进行大规模投资。

与海地形成对比的是,利比里亚于 2003 年抓住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建立的时

机,恢复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搭上了中国崛起的快车。 自 1977 年中利初次建交以

来,中国给予了利比里亚各种形式的援助,其中包括援建公共设施、减免债务、提供优

惠贷款、派出医疗队和青年志愿者、提供奖学金名额以及给予现金和物资援助。 此外,

还通过进出口信贷对利比里亚进行了大量投资,截至 2010 年,总投资额高达 99 亿美

元,其中中非发展基金和武汉钢铁公司联合投资 26 亿美元开发利比里亚的邦格铁矿。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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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隆平高科在内的一些中资公司参与了利比里亚的工农业发展。 中国维和部队在

利比里亚修路架桥,救死扶伤。
不可否认,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海地也有援助和投资活动。 2011 年,韩国一家

服装制造商承诺投资 7800 万美元,参与位于海地北方的卡拉科尔工业园的建设。淤

此外,古巴政府向海地提供了医疗卫生援助。 委内瑞拉在乌戈·查韦斯 ( Hugo
Chavez)执政期间,曾给予海地一些石油援助。 这些国家在海地的援助和投资活动的

确都有助于海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但是,没有中国的直接参与和推动,中小国家在

海地的援助和经济活动将只会停留在普通意义的层面,不能塑造一个在海地建设和平

进程中产生重大影响的国际规范。 也就是说,中海之间没有建交,影响中国官方援助

和信贷资本进入海地,结果造成“发展和平冶在海地建设和平中的缺失。 在利比里亚

的建设和平中有“自由和平冶与“发展和平冶两个规范,它们之间存在竞争关系;而在海

地,“自由和平冶处于绝对规范霸权的地位。 这就是建设和平在利比里亚和海地出现

不同效果的主要原因。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中海之间没有建交,但是中国并没有对海地的困苦袖手旁观。

2004 年中国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间,力推建立联合国海地特派团,并向这项维和

行动派出了中国的第一支维和警察防暴队。 在 2010 年 1 月的海地大地震中,有 8 名

中国警官牺牲。 地震发生后,中方向海地派出了救援队和医疗队,并累计向海地提供

了价值 1. 03 亿元人民币的援助。
“发展和平冶对建设和平的影响并不完全等同于中国的援助和投资行为。 更为重

要的是,中国的援助和投资让利比里亚在“自由和平冶之外多了一种选择。 正如利比

里亚前财政部长安托瓦尼特·萨义赫(Antoinette Sayeh)所指出的:“中国消除贫困的

成就大多发生于过去的几十年里。 那样的经验让我们很感兴趣。冶于利比里亚总统约

翰逊认为,中国在利比里亚的援助和投资行为立足于“南南合作冶,利比里亚把中国当

做朋友和战略伙伴,将继续通过有利于相互尊重和互利共赢的双边和多边项目加强两

国之间的关系。盂 而在海地,由于“发展和平冶缺失,“自由和平冶成为影响建设和平的

唯一规范。 在“自由和平冶的框架下,海地政府的主权和自主性很容易遭到轻视。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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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2010 年大地震后,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领导的过渡时期海地恢复委员会不信

任海地政府,将绝大多数到账的国际捐款发放给了私人承包商和海地的非政府组织,

海地政府被架空,不能在自己国家的震后重建中发挥主导作用。淤

(三)两个和平规范的竞争与互补

本文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在“自由和平冶与“发展和平冶竞争的利比里亚,建设

和平的效果要好于“自由和平冶独霸的海地。 这样的事实表明,“发展和平冶打破

“自由和平冶的垄断并参与规范竞争,有助于改善建设和平的效果和推动建立持久

和平。 可见,本文的案例研究证明,那些站在国际政治道德高地上认识规范竞争、

认为规范竞争的结果应当是体现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西方规范胜出的观点是站不

住脚的。

案例研究还表明,利比里亚建设和平的效果好于海地,并非局限于某些特定的方

面,而是体现在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安全等各个方面。 如前文所述,“建设和平冶有

两大支柱任务: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 在利比里亚的建设和平中,“自由和平冶与“发

展和平冶分别重点关注了这两大支柱的其中之一。 “自由和平冶与“发展和平冶的共同

努力,成就了利比里亚建设和平的效果好于海地。 两个在内涵上存在重大差异甚至不

乏矛盾冲突的和平规范共同为利比里亚的建设和平做出了贡献,表明它们之间实际上

存在以互补为基础的合作关系。

最近几年,国际建设和平领域出现的一些新动向表明,“自由和平冶与“发展和平冶

这两个和平规范开始相互影响、相互学习。 在设定援助目标时,尽管西方援助国仍然

以制度建设为中心,但是也开始学习中国的做法,关注起受援国的工业、农业和基础设

施建设。于 2011 年美国出巨资帮助海地建设工业园,以期为这个饱受高失业率困扰的

加勒比国家创造就业机会。盂 而中国在专注于通过援助帮助受援国发展经济的同时,

也为受援国的制度建设做出了贡献。 比如,唐晓阳的研究表明,近些年中国在对非洲

农业援助中加入了市场化的元素,有助于受援国接受市场经济制度。 即便在是否为援

助设置政治条件这一问题上,“自由和平冶与“发展和平冶之间实际上也存在交流学习

的空间。 以达尔富尔问题为例,当倡导“自由和平冶的西方国家难以对巴希尔政府施

加影响时,中国与联合国和西方国家合作,利用“发展和平冶与巴希尔政府建立起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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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关系,劝说苏丹同意让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在达尔富尔地区建立维和行动。淤 此外,

中国援非的效果开始得到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肯定,一些西方传统援助国开始在具体

的援助项目上寻求与中国合作。 例如,美国已经同中国进行了多轮对非洲援助合作对

话,并在利比里亚与中国分工合作。 中美共同为当地建设一座医院,中方负责基础建

设,美方负责人员培训和提供设备。于 与此同时,中国也践行了西方倡导的“自由和

平冶中的一些理念。 比如,在非洲的一些中资企业学习西方企业的做法,开始采取积

极措施融入当地社区。 两个和平规范之间出现的这些互相学习和共同改变的发展势

头,实际上是两个原本处于竞争关系的规范出现互相学习、互为补充的结果。 这也证

明了本文的基本理论假设:规范竞争导致规范互补。

五摇 结论

笔者研究了不同规范体系之间的规范竞争问题,提出了一个关于规范竞争的理论

假设,并通过案例研究证明这个假设。 根据一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和西方学者

的观点,规范竞争必然出现零和的结果,并且往往是西方规范胜出并获得排他性的传

播权。 笔者质疑了这种唯一性和确定性的观点,提出在建设和平这个国际政治的实践

场景中,中国的援助和投资等国际行为传播了“发展和平冶的规范,该规范与长期以来

处于主导地位的“自由和平冶规范发生了竞争性互动。 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在“自由和

平冶与“发展和平冶竞争的利比里亚,建设和平各方面的效果都要好于“自由和平冶独霸

的海地。 这样的差异表明,两个和平规范之间发生竞争,不但有助于改善建设和平的

效果,还有利于两个规范的共同传播。 最近几年国际建设和平领域出现的一些新动向

表明,“自由和平冶与“发展和平冶这两个和平规范开始相互学习、互为补充。 总之,规

范之间的竞争并不会必然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关系,而可能是互为补充的共赢关系。

(截稿:2014 年 3 月摇 实习编辑:冷鸿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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