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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反复性紧张局势的后果。 重复且尚未解决的一系列紧张事件应该被视为一种相互

承接的过程,先前的事件会成为后续事件发生的背景因素。 随着每次紧张局势的爆

发,政治形势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未解决的争端中,反复出现的紧张局势会加剧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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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摇 引言

在过去数十年中,中国与部分东亚国家间的关系因一系列尚未解决的争端和事

件而几度陷入紧张。 这些事件包括 2010 年日本扣押中国渔民、2012 年中菲黄岩岛

对峙以及近期中越在西沙群岛钻井作业问题上的冲突。 同时,一系列行为亦导致了

区域内相关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如 2012 年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冶。 本文不涉及

对此类事件主体的是非评价,而试图探寻未来这些尚未解决的紧张关系可能引发的

情势变化。

目前,主要存在两种对危机事件进行理解和分析的路径:一种是在紧急事件平息

后将其视为某一独立事件。 实际上,对冲突中事件的一般分析路径是将该事件作为单

个数据点(single data point),并找到诱发和升级此类事件的一般环境。 该分析路径提

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事件的发生可能导致国家间关系趋于紧张?

另一种路径则将此类事件视为事态进一步发展的信号,具体而言是行为体间政治竞争

关系的类型。 从这一角度出发,事件的出现是紧张关系的结果而非原因。 利益的变化

并非来源于危机本身,而是源于行为体间潜在的关系以及导致此类事件发生的历史宿

怨或其他结构性因素。

本文将提出第三种分析路径,这一路径建立在已有的竞争进化论、学习理论与螺

旋模型研究的基础上,并结合了国际关系中情感要素研究的最新成果。 笔者认为,重

复且尚未解决的一系列紧张事件应该被视为一种相互承接的过程,先前的事件会成为

后续事件发生的背景因素。 随着每次紧张局势的爆发,政治形势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了解这些变化的成因有助于我们解释随后出现的各类危险。 具体而言,笔者需要强调

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反复性紧张事件与已知心理动态的相互作用,塑造了行为体

的政治态度、信息知觉与政治动机。 据此,笔者对“紧张关系平息有助于危机解决冶这

一观点提出谨慎的质疑。

为阐释这一路径及其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价值,笔者将关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

出现危机的后续影响,具体而言就是中国与日本、菲律宾和越南之间的关系。 本文暂

不考虑这些危机中相关行为体的是非对错,而是探析反复出现的危机如何使国家间关

系恢复至危机前的状态趋于困难。 即本文关注的是长期存在的双边竞争关系中危机

反复爆发可能导致的结果,而不是它的起源。

在进一步展开论述前,需要对几个概念进行界定。 本文将“紧张事件(episod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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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sion)冶定义为“可能引发军事冲突的利益争端冶,单方面挑起危机的政治行为便属

于此类事件,如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冶。 此外,全面危机( full鄄blown crises)亦可以被

定义为一种紧张事件。 “未解决(unresolved)冶事件的定义是,当下军事对峙的危机已

经消退,但双方并未达成持续有效的争端解决共识。

二摇 危机与竞争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长期性双边竞争关系中的危机。 其中,笔者主要探析反复发生

且尚未解决的危机对两国间持续存在的竞争关系的影响。 该路径主要关注国际政治

中有关危机与竞争的已有研究,而不是关于讨价还价和信号发送的可信承诺、危机管

理后的动力机制以及危机增减的可能性评估等相关研究。 本文旨在希望更好地理解

反复发生的危机如何影响国家间的双边关系并使这一关系趋于紧张。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理解危机事件中的紧张关系主要有两种路径。 第一种路径将

某一突发状况(incidents)视为独立的事件(events),通常关注危机发生的初始条件、动
态升级和解决危机的可行途径。 第二种路径则将危机和紧张局势视为某一深层问题

进一步发展的信号,不论这种危机和紧张局势是更大结构力量还是彼此对抗的结果。
接下来,本文将对这两种研究路径逐一论述。

珍妮丝·斯坦因(Janice Stein)将“危机冶定义为“对基本价值的威胁、有限时间内

做出回应的紧迫性以及对可能陷入军事敌对状态的认知冶。淤 学者们对危机的研究兴

趣并不需要过多解释。 在危机时刻,看似不起眼的决策都可能导致战争或和平的巨大

差异,因此,许多研究都关注危机事件中的动态变化过程。
理性主义路径是对个体危机研究的传统路径。 自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鄄

ing)的研究起,多数理性主义路径都在引导决策者去考虑如何让渡并维护基本价值,
同时将战争可能性减到最小。于 在此类研究中,能在危机和紧张情势中获益的行为

体,一般能够有效威胁到对手,让彼方认为坚持立场的代价很可能超出被争议的事或

物的价值。
最新的相关研究则试图解释危机如何导致战争的爆发,即使危机主体双方均为

理性行为体。 基于战争成本理论,詹姆斯·费伦( James Fearon)认为拥有足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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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性行为体更倾向于将竞争目标类型化(如领土、政治控制等),这种方式将在未

付出实际战争成本的情况下反映出各类冲突可能带来的后果。淤 因为一方行为体的

实力与决心作为私人信息难以被对方全面知晓,故行为体通常有隐藏自身信息的动

机,以便在双方交易中取得主动。 反过来,这也让行为体无从了解对手的真实实力

与决心,进而难以避免战争的爆发。 理性主义者提出了诸多克服这一情况的方法,

包括在双方交易过程中释放“强信号(hard signals)冶。 所谓“强信号冶指不畏巨大损

失,不惧潜在风险,展示自身决心,或者发表公开声明,如果让步就会遭受政治惩罚

来约束自己。

不过,无论哪种视角都认为危机并不应该反复发生。 史蒂夫·陈(Steven Chan)

认为,“随着对抗的增加,行为体双方对对方实力与意图的不确定性会随之减少。 每

一轮连续性危机后,行为体双方对彼此的真实意图和实力会有更深入的了解,进而更

倾向于避免新的危机冶。于 危机本身会显示行为体的能力与决心,这反过来会解决导

致危机发生的问题。 因此,危机的反复发生成为一个不解之谜。

理性主义者对此有另一种解释,即“无力承诺冶。 它是指这样一种情形。 行为体

之间均势不断变化,实力增长的一方为了获得更好的解决结果,以反映新的均势,总想

违背先前的承诺。盂 这一观点提出了危机反复发生的关键变量,但并未解释危机的发

生对未来双边冲突的影响。 尽管如此,我们仍要回到这一变量中。

除理性主义路径外,政治心理学和外交决策分析也有大量关于危机研究的成果。

格拉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决策的本质》、欧文·詹尼斯(Irving Janis)和

里昂·曼恩(Leon Mann)的《决策制定:冲突、选择和承诺的心理分析》榆都是其中的

经典之作。 艾利森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例,提出了官僚政治和组织过程要素对突发事件

后果的影响。 詹尼斯和曼恩则在个体与群体的层次上提出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动

态心理分析框架,用以分析决策者如何应对冲突的发生。虞 这一理论框架包括满意度

(satisficing,非最优化但达到最低标准的选择)、强化( bolstering,为择优选择提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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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及小集团思维(groupthink,因群体动力导致决策偏差)。 无论哪种情况过程本身

都起着重要作用,正因为这样,官僚政治、组织和心理要素才能对决策制定产生不利影

响。 然而,这些过程性要素的作用通常在研究中饱受争议,危机状态下高风险与高压

力的环境因素对决策制定产生偏差甚至更大的影响。淤 政治心理学和外交决策分析

两种研究路径均产生了大量的文献,于但仍缺少总结性成果。 更准确地说,这些文献

主要是对决策制定者的研究,少有对危机后果的研究。 各种制度或心理因素被认为是

危机环境的既定要素,本身并不体现先前危机的作用,这些危机没有在更为宏观的历

史背景中加以分析。

最后是定量研究路径,这种路径试图找到增加或降低危机爆发可能性的各种变

量以及和平解决危机的途径。 马里兰大学的国际危机行为项目组积累了关于国际

危机触发效应、相关背景及后果的大量数据。盂 与危机爆发和升级相关的变量包括

地理邻近性、政体类型以及国家存续时间。榆 国际危机行为项目的研究对象包括长

期冲突的相关数据,这些数据有助于分析者将危机置于一系列尚未解决的冲突背景

之中。

事实上,研究者通过相关数据发现,长时期处于冲突状态下的双边关系更容易出

现暴力升级并引发战争。 迈克尔·布瑞歇尔(Michael Brecher)意识到,长期性冲突

“可能引发更多的问题,如不信任感外溢至其他双边互动领域。 这一结果将使任何一

个局部问题成为双方摩擦、对抗和相互威胁的来源冶。虞 尽管布瑞歇尔的论点展示了

一个危机反复升级的过程,大多数长期性危机仍被视为预测并解释未来危机爆发可能

性的背景变量,对动态的进化过程本身则无须过多解释。

一个完整的替代分析路径,应该把危机视为更宏观的潜在过程的发展征兆。 例

如,许多国际系统性研究路径并不预测具体的冲突,而是关注特殊系统结构中冲突爆

发的可能性。 在这一点上,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对多极化的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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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最为著名。淤 与此类似的还有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的进攻性

现实主义,他认为实力上升的国家将寻求建立区域内霸权,而霸权国会加以阻止,两者

间将爆发更多的冲突。于 但上述路径均没有在理论上重视危机带来的后果以及军事

权力分配。 危机以及其他紧张事件是系统因素的作用结果,除了导致系统性战争并改

变权力分配外,危机对改变整个事件本身的作用十分有限。

关注危机中的行为体双方而非国际系统性要素,可能为危机后果的理论化研究带

来更为丰硕的成果。 该研究路径的相关文献主要强调有关竞争主体双方的结构性

(structural)要素。 此类文献将竞争主体视为冲突中既定的二元结构,故被描述为“结

构性冶文献。盂 有关竞争主体结构性的研究关注战争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问题,并假

设双边关系都是由积极转向竞争。 在早期对竞争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基于冲突与危

机的相似性,采用了一种方法研究长期性冲突,即“争端密度冶。榆 加里·戈茨(Gary

Goertz)和保罗·迪尔(Paul F. Diehl)通过对相关概念的操作化,得出了关于冲突爆

发的重要结论,即“在全部可能的双边关系中,国际冲突一般来自其中的极少数,大多

数(79% )争端均发生在某种敌对状态下冶。虞

近期对国际竞争概念的操作化更为具体。 例如,威廉·汤普森 (William R.

Thompson)通过对真实历史知觉的还原对竞争关系进行赋值,试图判断决策者是否

将对方视为威胁、敌人或竞争对手。愚 汤普森的研究找到了竞争引发军事危机和战

争的更大可能性。舆 此外,有关结构性竞争的著作中,不少学者将竞争关系的存在与

否作为类型化的标准。 亦有学者将竞争关系区分为原始竞争( proto rivalries) (国家

间存在 2-4 项少于十年争端)和全面性持久竞争( full鄄blown enduring rivalries) (两

国间存在超过 5 项持续十年以上的争端),余但这种方式仅从数量的增减上对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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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进行了简单的分类。 多数关于结构性竞争关系的著作并没有提出,源于反复发

生的紧张关系与危机的心理动力是如何影响了危机后续的变化与紧张局势的反复

升级。

三摇 一系列未解决事件的后果:一种理论说明

以上研究路径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突发与结构性变量如何影响紧张事件的反复

发生以及战争的爆发。 然而,我们仍需要分析先前尚未解决的紧张关系如何影响了未

来国家间的互动。 为何我们认为未解决的危机与紧张事件会产生反复效应?

目前已有许多理论承认,反复发生且未解决的紧张事件将对行为体间的后续互

动产生重要影响。 此类观点的主要文献来源包括竞争进化论淤、国际关系中认知心

理学的应用与后危机研究的早期著作于以及最新的情感与情绪研究成果。盂 接下来,

笔者将提出关于未解决的紧张事件后果的几个假设,以对这些观点在理论上进行

整合。

假设一:一系列未解决的紧张事件会使行为体将对手视为挑衅与敌对的一方,并

对其未来的行为做出相应的反应。

反复发生且尚未解决的紧张事件会使行为体双方对彼此留下负面印象,因为彼此

间不存在对这一事件的共同理解和认识。 紧张关系的持续使任一行为体对对方的利

益诉求始终抱有负面认识,这种状态的重复,使长期处于一系列紧张关系之中的国家

“在历史的对抗中逐渐积累不满与敌意冶。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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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紧张关系的存续如何影响国家未来行为的解释十分必要。 正如罗伯特·杰维

斯(Robert Jervis)在其经典著作《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中所言,缺乏解

释性框架便难以理解这个世界。淤 解释性框架帮助我们认识并理解新的信息,特别是

在信息内涵模糊的情况下。 人们通过不同的理论理解并感知这个世界。 我们早先对

世界的理解让我们了解什么是似是而非的事物以及什么是虚幻的事物。 然而,当思维

固化时,这种理解方式容易将我们带入一种错误的框架之中,或对模糊的信息过分依

赖和信任。

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路径暗示,我们应该以贝叶斯理论的方式更新自身信

念。于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基于对全新的、未经确认信息的信心改变我们对自身所持

观念的信心。 然而,我们处理新信息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早先观念的影响,并且

在后期很难改变。盂 实际上,国际关系中许多信息本身都是模糊的,军备开支的增长

是修正主义意图的信号或仅仅是官僚政治的产物? 让步究竟是改善关系的真实意

图还是试图让对方降低防备的欺骗信号? 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反映了人们对世界的

认识。

世界是变化的,例如冷战后期国际局势的改变。 苏联曾多次向美国示意,表达期

待缓和双方紧张关系的愿望。 美国政府内部的强硬派人士将苏联的这一行为视为欺

骗性行为或没有退路的让步,尽管事实与他们的观念相反,但他们仍将苏联视为充满

敌意的国家。 这就是认知心理学家所强调的自上而下的处理过程。 一个既定的框架

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并影响我们对不确定信息的解读。 不仅如此,在特殊情况下,

行为体可能会创造性地重新解读一些看似明确但不符合自身预期的信息。 正如我们

看到很有说服力的魔术时,会跟自己说这不代表魔术的存在一样,行为者也可能以事

后合理化来轻视与认知不符的证据。

总之,一旦行为体建立了对他者的负面观点,这种认识便很难被打破。 正如负面

观点根深蒂固地存在一样,过去被认为是中立的行为亦会被负面解读,继而引发进一

步的紧张关系。 齐韦·毛兹(Zeev Maoz)和本·莫尔(Ben D. Mor)指出:“竞争者对

声明和态度的调整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有倾向性的欺骗手段,而敌对的态度则被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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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真实意图的反应。冶淤每一轮紧张关系的爆发都会反过来强化既有的预期和敌对的

观念结构。 这些紧张关系的加强受到情感与情绪的推进。 紧张事件本身因陷入利

益的冲突并与军事冲突紧密相连,故极易引发负面的情绪反应。 当紧张关系缓和

后,这种负面情绪会自然消退,但仍会在日后留下印迹。 正如神经科学家安东尼

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所指出的那样,先前的情感反应会留下“躯体标记

(somatic markers)冶,也就是说,情感与刺激性事物紧密相连。于 负面的情感体验会给

行为体带来负面的情感,反复出现的紧张事件会强化这种情感。 总之,负面情感的积

累会使行为体对对方的挑衅和轻视产生过度反应,而唤起这种负面情感的临界点会逐

步降低。

情感亦影响人们解读世界的方式。 乔纳森·默瑟(Jonathan Mercer)在其有关情

感信念(emotional belief)的著作中,分析了情感对于行为体解读世界的影响和效应。

默瑟指出:“情感信念是情感构成或强化了某种信念,这种信念使行为体对事物的确

信度已经超越了现有证据本身。冶盂也许所有的事实证据都指向一个结论,但因为情感

的存在,我们仍然可以对结论表示怀疑。 正如有心理学家所言:“通过鼓励个体更多、

更好地了解某件事情而试图改变其情感的干预行为,从长远上看往往不会起作用,因

为个体情感从性质上有别于事物一般的意义层次。冶榆

总体而言,根据对未来互动行为的分析,反复发生且未解决的紧张事件可能固化

行为体对彼此的敌对意象。 意象的敌意程度越高,意象越难改变,因为行为体更倾向

于怀疑一些模糊或调解性的行为表达。 处于紧张关系中的情感体验进一步支撑了对

对方行为体留下的负面情感,这些情感不仅会在未来引发更强烈的行为反应,也会进

一步强化这种敌对的信念。

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均势状态的改变会继续恶化这一后果,因为实力下降的行

为体必然对实力优势上升的行为体产生恐惧和担忧。 这种不安的状态可能会产生这

样一种背景,即实力上升的行为体的任何举动都可能被视为修正主义倾向的信号,而

先前无害的争端则被认为是更大的冲突的开始。 随着这种担忧的发生,国家间反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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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且仍未解决的紧张关系将会愈加突出。

假设二:反复发生且未解决的紧张事件会使行为体的主张硬化,提升动用压服手

法或暴力的意愿。

拉塞尔·伦(Russell J. Leng)在他关于多重危机的研究中注意到,连续性危机

更容易使领导者在未来使用武力。 他指出:“一个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国家没有充

分的理由在下一场危机中继续妥协,而失败一方倾向于展示它们克服危机的决心,

使先前处于竞争优势状态的对手不再将其视为弱势方。冶淤这一逻辑未免过于简单。

胜利者总是在寻找下一次胜利的机会,而失败者也希望在未来的较量中更为强势,如

此循环往复,双方武力威胁的程度会不断升级。 相反,彼此让步与和解的意愿则随之

降低。

这一情况会因认知偏差的存在而进一步恶化。于 首先,当行为体意识到自己在某

一领域的损失后,就更愿意采取冒险行为。 也就是说,当行为体察觉自己在过去失去

了某种重要的东西,例如地位、领土、价值观等,它们更愿意在未来采取冒险行为。 罗

斯·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以鹰爪行动(Operation Eagle Claw)为例对此做了

解释,他指出,卡特政府正是在陷入高度危险和被动的情况下做出了派遣美军潜入伊

朗解救人质的决定。盂 就相关性而言,未解决的紧张事件每反复发生一次,事件的主

体一方便会认为自身承受了某种形式的损失。 这意味着在下一轮危机中,受损方更倾

向于冒险采用军事手段夺回并捍卫自身的利益。

其次,正向错觉(positive illusions)的偏差会带来一定危险。榆 行为体常常高估自

身的能力并因此陷入盲目乐观的状态。 一项著名的统计指出,大多数司机认为他们的

驾驶技能高于平均水平。虞 遗憾的是,对自我能力的高估并不仅限于驾驶领域。 丹尼

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乔纳森·伦逊(Jonathan Renshon)指出,“正向错觉

会带来极大的损害性后果,当冲突发生时或一方企图采用敌对行为时,正向错觉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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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引发一些强硬的、侵略性的行为冶。淤 危机尚未解决且反复发生、行为体转向武力政

策这一后果,很可能是行为体高估了自身在冲突中的实力优势而导致的。 这种正向错

觉增加了行为体冒险发动战争的可能性。
最后,情感因素也是危机反复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行为体察觉自身在过去的

对抗冲突中被轻视,这种经历会引发其耻辱感和复仇欲望。 实际上,羞耻感和复仇欲

望是密切相关的,“通过复仇行为,受害者会重塑羞耻感,并从消极体验转向积极体

验,复仇行为会使行为体从耻辱感中获得情感释放冶。于 许多学者都注意到复仇在国

际关系领域暴力行为动机中所扮演的角色。盂 反复发生且尚未解决的紧张事件不仅

可能使失败一方意识到自身的损失,也会令其感受耻辱体验并在下一轮竞争中实施复

仇行为。 这类形势容易促使行为者为了寻求复仇或避免更进一步的耻辱,而提升强硬

手法的吸引力。

总而言之,反复发生且未解决的紧张事件的后果,可能在逐渐积累后使双方转向

强硬行为。 从学习结果、认知偏差和情感反应等相关理论中可以找到其中的原因。 笔

者认为,这种后果表现不仅存在于连续发生的紧张事件中,同样地,在平时,行为体需

要获得军事实力,为更好地武装自己,或强化其与盟友的关系。 当实力上升并获得来

自盟友的支持时,行为体对自身的强硬行为便有了足够的取胜信心,并在未来引发更

危险的一系列行为。
假设三:反复发生且未解决的紧张事件可能带来直接与间接双重后果。

反复发生且未解决的紧张事件会对信仰、态度和情感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后果。 直

接后果包括影响核心决策者的行为选择,间接后果则是通过政策操作影响国内政治环

境。 直接后果十分容易理解,随着每一次危机或突发事件的爆发,决策者强硬的态度

会通过其具体的行为选择反映出来。 正如国际关系中对个体角色的研究所强调的那

样,在一段持续的紧张关系或危机中,个体层次的因素会扮演重要角色。榆 同时,情势

所造成的压力也可能让心理偏差(psychological biases)的效应更为重要。虞 国内政治

背景会影响决策者在未来冲突中的行为。 前文所提到的各类危机后果会在公共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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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更大的影响,并影响领导人的国内选民对于国外敌对势力的态度。 当公众态度

(public attitude)(或领导者继续执政必须依赖的社会舆论)随着紧张关系的反复发生

进一步恶化时,将产生更大的影响。淤 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选择效应。 也就是说,公

众此时更倾向于支持奉行强硬立场的领导人而非温和派领导人。 其次,即使领导人

在危机不断升级时不会被取代,他们仍可能受制于公众舆论。 换言之,他们可能会

意识到自己需要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以平息舆论或政府内部不同声音的挑战和质

疑。 最后,鉴于对抗性政策符合国内民众的事实预期,原本强硬的领导人在此时则

不会受到过多的舆论束缚。 无论这种公众态度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实际上结果是一

致的,即反复发生且未解决的紧张事件会增加领导者采取强硬手段应对危机的可

能性。

概括而言,反复发生且未解决的紧张事件会使危机中相关行为体间的关系不断恶

化,并增加未来爆发冲突的风险。 紧张关系可能得到缓和,但反复发生且始终没有得

到解决的紧张事件会在未来留下诸多麻烦的根源。

上述总结似乎过分理论化,但其并非一个简单的臆想。 这一理论的典型代表事例

为第一次世界大战。 笔者曾在其他文章中详细讨论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英德关

系与当今的中美关系做类比的不恰当性,于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能为我

们提供一些教训。 实际上,战争爆发前数十年反复发生和未解决的冲突,它的模式可

以验证笔者在前文所提出的假设。盂

具体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伴随着一系列紧张事件的出现而最终爆发。 这些紧张

事件包括 1905-1906 年以及 1911 年发生的两次摩洛哥危机、1908-1909 年的波斯尼

亚危机、 1912 年和 1913 年的巴尔干战争以及 1904-1905 年日俄战争后俄国的国内

动乱。榆 随着每一次危机的爆发,当事行为体对其对手的不信任感随之增加,并更倾

向于以消极的方式解读对方的行为内涵。 厌恶的情感会进一步催化行为体之间的不

信任感并引发对一些小型事件的过度反应,例如德国与奥斯曼帝国军事改革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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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pp. 3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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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淤、法国外籍军团对待德国逃兵事件于等,均被视为挑衅威胁事件。 不满情绪的积累

加剧了体系的风险。

与此同时,行为体会意识到自身在新一轮的对抗中应该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 当

奥匈帝国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波斯尼亚危机的随之爆发便集中展示了这种

变化。 奥匈帝国在扩张初期遭到了俄国与塞尔维亚的反对,战争一触即发。 德国反过

来放出在其南部地区部署重兵援助奥匈帝国的风声,企图威胁俄国,迫使沙皇政府与

塞尔维亚让步。 德国与奥匈帝国遂意识到,暴力威胁可以促使俄国退却,正如当时的

奥匈帝国外交大臣阿洛伊斯·埃伦塔尔 (Alois Aehrenthal)所言:“只有利用强硬的手

段时,胜利才是确定的。冶盂对于俄国而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更是一种耻辱,俄罗

斯绝不会让它延续冶。榆 俄国随即着手于强化国家的军事实力。

因此,危机会带来直接和间接两种后果。 就直接后果而言,凯撒·威廉(Kaiser

Wilhelm)在先前两次危机中经历耻辱后,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用“这一次我不

再屈服冶虞来形容自己当时的态度。 危机的间接性后果同样显而易见。 理查德·勒博

(Richard N. Lebow)曾经提到,“法俄之间的权力变化(倒向鹰派)发生在波斯尼亚和

阿加迪尔危机之后,摩洛哥和波斯尼亚危机提升了英国外交部内的强硬派的影响冶。愚

上述事实将一个世纪前的欧洲带入战争边缘,同时,广义的竞争进化论认为这些

事件的发展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时代背景。舆 实际上,反复发生且未解决的紧张事

件会带来诸多恶性后果。 我们接下来需要思考,上述动力机制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

系中发挥了多大作用?

·26·

摇 反复性紧张局势的后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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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n McMeekin,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30-33.

Michael E. Nolan, The Inverted Mirror: Mythologizing the Enemy in France and Germany, 1898-1914,
Oxford: Berghahn, 2005, pp. 14-15; Margaret 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 London: Profile Books,
2013, p. 400.

Politisches Archiv XII / 357, Aehrenthal to Wekerle, March 31, 1909,转引自 F. R. Bridge, The Haps鄄
burg Monarchy among the Great Powers, 1815-1918, Oxford: Berg, 1990, p. 295;同时参见 Margaret 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 p. 407。

Christopher Clark, 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3,
p. 259.

Fritz Fischer, War of Illusions: Germany Policies from 1911 to 1914,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75,
p. 478; Christopher Clark, 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p. 522; Margaret 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 p. 529.

Richard Ned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p. 316.
Zeev Maoz and Ben D. Mor, Bound by Struggle: The Strategic Evolution of Enduring International Rival鄄

ries, 2002; John A. Vasquez, The War Puzzle Revisited, 2009; Paul R. Hensel,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Interstate Rivalry,冶 pp. 175-206.



摇 2014 年第 9 期

四摇 中国和邻国间反复出现的紧张事件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部分检验中国和邻国间反复出现的危机事件———最近尖锐化

的海上领土争端。 本研究只阐明反复性危机对双边关系的影响,所以根据研究主旨选

择研究案例。 其他议题如危机起因、信号发送和危机谈判不在本研究范围内,也不会

突出展示在案例中。

本部分具体考查反复出现危机的中日、中越、中菲双边关系,并与没有出现危机的

中国-马来西亚关系进行对比。 本研究遵循研究主旨,保持冲突一方(中国)不变,也

就控制了冲突类型的效果以及国别与区域的条件。 最近一轮的反复性危机大约始于

2009 年年初,这有利于我们控制外部条件的影响,例如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危机,因

为所有国家都受到了冲击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方法能独立地考察反复性危机的效果。

尽管笔者想尽可能清晰地提出每个反复性危机中发生的事件的序列,但没有把双

边关系中的冲突分解为几个不同阶段。 经验证据也没有显示出明确的不同阶段,正如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说,把数据塞入阶段的努力可能掩盖(而非揭示)更多

的真理。淤

(一)中日关系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后期的中日关系清楚地表明:反复性危机能加剧分歧,为冲突

升级埋下诱因。 虽然 2005 年中国爆发了一轮反日游行,但直至 2009 年,两国关系似

乎相当平稳。 之后,围绕钓鱼岛及东海的争端使双方立场日趋强硬,诱发甚至鼓励了

更具挑衅性的行为,缩小了对话的空间。 这些变化使两国精英和民众更容易接受具有

对抗性的计划与行动,而不愿考虑妥协的可能。 2009 年 5 月,应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

员会的要求,中国提交了关于东海主张的普通照会。 在此期间,中日双方都在努力限

制海上争端。

2010 年,一艘中国渔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舰只相撞,日本海

上保安厅逮捕了渔船船长。 日本政府计划依据日本国内法起诉该船长,但在中国政府

看来,此举等同于日本在争执海域行使“主权冶。 中国政府随即提高了包括准军事部

队的船只参与的在争议海域巡逻的频率,中国国内也出现了一系列反日游行。 当日本

政府决定释放中国船员时,中国要求日本做出正式道歉,赔偿相应损失。 日本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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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做出道歉,为“渔船事件冶做出赔偿。

2012 年日本政府的钓鱼岛“国有化冶方案激发了新一轮中日危机,双方都知道避

免冲突升级的重要性,但都没有让步的意愿。 2012 年年中,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宣

称:东京都将从私人所有者手中“购买冶钓鱼岛,在岛上修建设备,驻扎人员,进行地质

勘查。 日本野田政府认为此举公然挑衅中国,所以提出岛屿“收购冶与“国有化冶计划。

野田政府相信中国政府和日本民众都能接受他的和解方案。淤 尽管如此,日本政界后

来才意识到,通过外务省与位于东京的中国驻日大使馆进行沟通也许向中国发出了混

乱的信号。于

日本政府向位于东京的中国驻日大使馆表达“国有化冶计划后,中方马上提出强

烈的批评。 在 2012 年下半年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当面

警告日本首相野田,日方采取任何方式“购岛冶都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

日方必须充分认识事态的严重性,不要做出错误的决定。盂

钓鱼岛“国有化冶激化了两国的对峙局面:中国出现全国性反日游行,中国政府加

强了在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的空中和海上巡逻。 日本政府仓促应对,派出船只和飞机

拦截要在争执海域或附近执行巡逻任务的中方船只和飞机。

2013 年 11 月,中国宣布建立东海防空识别区。 识别区涵盖中日争议地区,其中

就有钓鱼岛。榆 依据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规定,穿过该区域的飞机必须事先通报中

方,否则可能被拦截。

上述反复出现且未解决的中日危机似乎增加了双方民众间的对立情绪,也使政治

家强调对抗而非妥协。 皮尤全球民意调查显示,超过 2 / 3 的中国民众和 93% 的日本

民众对对方持有非正面的看法,大部分日本人把中国视为主要威胁。虞 2013 年 6 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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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 14 / chapter鄄4鄄how鄄asians鄄view鄄each鄄other / ,登录时间:2014 年 7 月 18 日;“Global Indicators Database: Japan鄄O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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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由《中国日报》和言论(Genron NPO)进行的调查显示,98. 2%的中国人和 90. 1%

的日本人对对方国家持有消极看法,淤相比 2012 年的数据,中国上升了 28% ,日本上

升了 5. 8% 。 77. 6%的中国人和 53%的日本人把钓鱼岛的持续争端列为不快的主要

原因。 双方民众日益增长的对立情绪使领导人更难采取妥协立场。 事实上,反而鼓励

了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更强硬的政策。

日本民众担心中国变得更加“武断( assertive)冶,这似乎为当下的安倍政府创造

了宽容的环境:安倍重新解读日本宪法,为解禁集体自卫权争取更多空间。于 中国之

后做出严厉谴责,指出安倍政府此举是对中国以及区域稳定的潜在威胁。盂 安倍参

拜靖国神社,启动了对河野谈话的审查过程。 这两个举动在中国眼中充满挑衅意

味,在日本国内却只遭遇了有限的抵制。榆 这为中日间更大的摩擦和冲突埋下了

伏笔。

(二)中菲关系

根据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要求,中国和菲律宾于 2009 年 5 月前提交了各

自的主张,最近一轮的中菲冲突出现了。 提交南海主张的除了中国和菲律宾,还有越

南和马来西亚。虞 2009 年 2 月,菲律宾国会颁布《领海基线法》,为菲律宾的主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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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法的支持。淤 新一轮紧张事件爆发,中菲都尝试在争议海域以实际行动宣示主

权。 中菲之间的冲突升级也反映在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中(菲律宾是东盟的创

始国之一,而中国一直是东盟的对话伙伴国)。

提交主张后,中菲都开始驱赶、逮捕在争议海域活动的对方渔民,最终形成海上对

峙的局面。 2009-2012 年,来自中国农业部渔业局和菲律宾海军的船只驱赶对方渔

船,拘捕对方渔民。于 菲律宾政府在 2010 年河内举办的东盟地区论坛上游说东盟成

员国和美国,要它们向中国发出警告。盂 美国和东盟其他成员国呼吁各方遵守法律规

范,保障南海的航行自由。 作为回应,中国政府提出严厉谴责。榆

2010 年的事件刺激菲律宾政府进一步宣示其南海主张,展现其防御力量,这被中

方视为对抗行为。 菲律宾在礼乐滩附近海域进行地理勘测,把自己的主张(菲律宾和

中国分别于 2011 年 4 月 5 日和 14 日提交主张)提交给联合国。虞 2011 年 6 月,五名

菲律宾议员登上争议海域附近的中业岛,重申其南海的主张。 同时,菲律宾通过军事

演习、购买军舰加强海军力量,试图强化和宣扬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愚 菲律宾的举动

导致双方开始用官方船只驱赶渔船。

2012 年 4 月,菲律宾海军企图逮捕在黄岩岛附近的中国渔民,并与中国海监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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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对峙局面,淤两国间的冲突加剧了。 在两国国内和海外移民社区都爆发了游行,

双方民众在网络领域展开较量。 中国抵制菲律宾出口的水果,暂停前往菲律宾的旅游

项目。于

黄岩岛事件引发了菲律宾的后续行动和中国的反制措施,激化了双方的冲突。

在 2012 年 6 月和 11 月举行的东盟部长级会议和东盟峰会上,菲律宾试图将黄岩岛

冲突列入联合声明(联合声明通常在会议临近结束时发布)。盂 但在柬埔寨举行的东

盟会议上,东盟成员国并未就联合声明达成一致意见,菲律宾的打算落空了。 最终,东

盟首次未能在部长级会议后发布联合声明。 随后,在没有告知其他东盟成员国的情况

下,菲律宾于 2013 年向联合国提交了关于建立南海仲裁法庭的正式请求。 中国对此

非常不满。榆

当前的环境可能使中菲的冲突状态进一步恶化。 2013 年,菲律宾加强了与美国

的防御合作,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与日本的关系也日益密切。虞 菲律宾提升海军和空军

力量,最迫近的目标很可能是“防卫领土冶与“宣示主权冶。 2014 年年初,当菲律宾的

船只为仁爱礁上的哨站提供补给时,遭到中方船只的驱赶,尽管中国在 2013 年年末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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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达成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落实指导方针的谅解。淤

持续的南海争端也透露出双方民众对对方的消极态度,特别是菲律宾对中国的负

面评价。 截至 2014 年年中,一项皮尤民调显示,62%的菲律宾人对中国持有非正面的

观点,在 2013 年和 2002 年,这一比例是 53% 和 37% 。于 93% 的菲律宾人把持续的领

土争端视为本国的首要议题,比前一年上升了 3 个百分点。盂

类似的民调虽有局限,但仍显示出菲律宾民众因南海分歧对中国持越来越负面的

情感。 民意减小了政策的灵活性,也鼓励了更加强硬的路线。 菲律宾民众和精英的态

度削弱了寻求妥协的动机,而妥协本可以减小未来冲突激化的可能。

(三)中越关系

越南开始重视海洋议题,和中国一起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呈交主张,榆中

越间冲突开始显现。 2006 年开始,越南加强了海上石油勘探行动,进入了争议海域,

并于 2007 年把控制下的南沙群岛升级为“镇冶。 同年,越南共产党通过一项决议,旨

在将海洋产业占经济的比重从 2005 年的 48%提高到 2020 年的 55% ,增长部分主要

来自渔业和石油。虞 2009 年,越南向联合国提交了两份主张,一份由越南单独提交,

另一份与马来西亚联合提交。 此时,中国也提交了主张,部分原因是回应其他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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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索国。淤 在西沙群岛作业的越南渔船越来越多,被中方拘留的人数也相应增加,两

国分歧加剧。于

自 2009 年,由于缺少清晰的解决或妥协方案,中越冲突继续升温。 2009 年和

2010 年,越南通过外交部举行了两次大型国际会议,作为东盟 2010 年的主席国,越南

努力缔造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共识。盂 越南的行动公然对抗中国长期以来的偏

好———通过双边渠道解决争议,避免南海争端成为国际议题。

2010 年,越南总理阮晋勇走访西沙群岛中一个由越南控制的岛屿,在中越不断

驱赶和拘捕对方渔民的背景下宣示了越南的主张。榆 在后续事件中,越南渔船一度

包围一艘中国渔政船只,越南在争议海域加强侦察活动,中方船只两次切断越方船

只牵引的传感器。虞 2011 年 6 月,越南在争议海域举行实弹演习,显示维护主张的力

量和决心。愚 2012 年的报道称,越南炮艇围堵中国渔船,随后被中国渔政的舰只

驱散。舆

2011 年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到访中国,双方试图淡化冲突。余 但是,2012 年越南颁

布法律,正式确认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管辖权冶。 中国立刻回应,成立三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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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辖区包括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中沙群岛。淤

中越分歧也渗透到 2012 年的东盟部长级会议和东盟峰会。 在柬埔寨举行的东盟

会议上,柬埔寨努力避免在东盟联合声明中提及南海争端。于 2013 年,中国最南部的

省份海南省还发布管理条例,规定在南海作业的渔船必须进行登记。 而此时,越南正

在抱怨中国官方船只对越南渔船的驱赶行为。盂

由于缺少解决分歧的明确步骤,两国又极力宣示对西沙群岛外围海域的主权,

2014 年年中,摩擦发展为定期的直接冲突,甚至激烈的抗议。 2014 年年初,在中越边

境战争 35 周年纪念日,越南爆发了反华游行。榆 2014 年 6 月,中国的石油公司在西沙

群岛附近建起一座钻井平台,进行勘探作业。虞

皮尤全球公民态度调查显示,84% 的越南受访者对中国持有非正面的观点,74%

视中国为主要敌人,84%认为海上争端可能引发与中国的冲突。愚 在这样的民意条件

下,中越都很难在海上领土争端中让步。

(四)中马关系

相比上述个案,中马关系中的危机较少,局势也不是很紧张,尽管两国对南海部分

区域都宣称拥有主权。 应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要求,马来西亚于 2009 年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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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越南一起提交了南海主张。淤 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阿卜杜拉·艾哈迈德·巴达维

(Abdullah Ahmad Badawi)也走访了西沙群岛的弹丸礁。 马来西亚在岛上建造潜水度

假村、海军哨站和飞机跑道,显示马方的主张。于 2009 年 5 月,中国做出回应,在第二

份普通照会中提出九段线的主张。 九段线南部和马来西亚的主张区域有重合之处。盂

来自中国渔政、国家海洋局和海警的船只经常在马方主张的海域巡逻。 比如,2011 年

中国船只在新加坡停靠后前往争议海域,宣示中方主权。榆

不同于南海问题的其他争执国,马来西亚承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中马两国

间的紧张局势也不多见。 马来西亚高层官员重申外交是解决南海争端的主要方式,公

开表明马方接受中方在争议海域的巡逻行动。虞 2012 年东盟会议上,马来西亚在东盟

发表南海问题联合声明问题上保持沉默。 2010 年在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上,马

来西亚也没有带头含蓄地批评中国。愚 马方一直与美国进行实质性的军事合作,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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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保持低调。淤

相应地,两国因南海问题而产生的引人注目的紧张局面很少出现。 这一点或许在

马来西亚失踪航班 MH370 的搜寻过程中表现得最清楚。 该航班上有大量的中国乘

客。 马来西亚政府在管理空中航线和搜索时犯了明显的过失。 搜索行动引发了中国

政府和公众的严厉批评。于 但是,尽管马来西亚民众对中方评论普遍不满,马来西亚

政府仍表现得十分克制。 中马在飞机失踪事件上的紧张局面很快过去,似乎事件对双

边关系和两国的领土争端没有产生影响。 皮尤 2014 年年中的民调数据很具有说服

力:74%的马来西亚人对中国持有正面观点,27% 的马来西亚人视中国为最重要的

盟友。盂

五摇 结论

尽管需要更多细节作为支撑,上述案例已经有力证明了反复发生且尚未解决的危

机可能在未来导致紧张关系的升级。 争端行为体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会使紧张

状态持续,并刺激领导人在下一次危机中采用更为强硬的手段。 若危机的发展不利于

己方,为改变被动局面,在冲突中曾过分退让而受到公众舆论指责的领导人同样可能

采取更为强硬的方式或冒险行为。榆 随着新一轮危机的爆发,行为体对危机的升级愈

加敏感,当行为体察觉自身在某一领域的损失后,让步也变得愈加困难。 这说明当危

机反复发生时,潜在的双边关系已经十分危险并趋向爆发冲突。 这种情形说明,如果

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的假设成立,同时双方意识到自身所处的损失状态,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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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性就更大了。淤

因为没有所谓的“重置按钮冶,双边关系中的危机一旦出现就可能引发下一轮危

机,导致紧张局势和冲突的升级。 随着危机中僵局的不断出现,行为体控制危机升级

的难度会不断增加。 危机的反复发生使各方均不愿妥协,并倾向于做出更强硬的行

为,以展示更大的力量、决心和行为,而这在对手看来,无疑是极具挑衅性的。 正如第

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情形,危机的反复出现最终带来了更为激烈的对抗。于 即使危

机的反复发生使行为体恐惧全面战争的出现,并迫使行为体做出了一定的战略调整,

但这并不意味着行为体更倾向于风险规避的选择。

鉴于反复性危机通常伴随着许多复杂棘手的问题,应对此类危机的政策一般着眼

于寻求危机管理的多种方式。 1972 年签署的《美苏防止海上事故协定》( INCSEA)旨

在减少因船只和海军航空兵在相邻区域内的巡逻和监视而导致信息误判与摩擦升级

的可能性。盂 实际上,这同样可以作为南海的行为准则的参考。榆 为降低冲突全面爆

发的可能性,一些被普遍认可的“海上航道规则( rules of the road)冶也许能成为危机

各方未来在外交或法律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手段。 然而,就竞争的行为规范而言,要使

各方达成共识,则需要实质性的政治意志、智慧以及外界(包括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参

与协调。

若本文关于危机反复发生、双边关系改善以及妥协空间减小的论述得到证实,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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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者和分析人士就需要从另一个维度思考持续性争端。 毕竟,争端的解决、结束冲突

以及完败对手,都取决于决策者在谈判中的灵活度。 和解和接受次优解决方案余地的

减少,实际上为进一步冲突的到来埋下伏笔。 对于那些倾向于防止潜在紧张关系和令

人不安的摩擦进一步恶化的人来说,这种可能性应引起他们的重视。 就此而言,当我

们试图理解国家间的持久性冲突时,本文提出的路径可以补充而非替代已有的持久竞

争、安全困境机制和危机升级理论。

本文的核心目标是说明危机反复发生会强化国家间的摩擦,并为危机升级、误判

甚至全面冲突创造条件。 文中的四个案例表明,针对反复性危机,笔者所做的论述具

有外部效度和现实意义。 在案例分析中,笔者描述的动态过程已经展示出来,接下来

的研究需要发展更为精细的假设,以检验反复性危机爆发的机制过程,并根据详细的

事实评估这一机制的合理性。 这一研究方向的发展,包括反复性危机中的心理效应和

国内政治动态,这种心理效应和国内政治动态作用于领导人和公众两个层次,鼓励他

们在危机中孤注一掷而非采取妥协的策略。 反复性危机如何在不同的政体和制度背

景下发生,将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北京外国语大学摇 方鹿敏摇 鲍磊翔译)

(截稿:2014 年 7 月摇 实习编辑:冷鸿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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