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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研究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理论上的多样化以及互为渗透的综合化趋势，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个学科以前由少数主流学派统驭的
局面。
研究的内容和视野得到空前的拓展，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一些传统概念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面对全球化发展对人类社会生活之影响的日益彰显，国际关系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把他们所从
事的学科领域称之为“世界政治”或“全球政治”，而不再满意于过去的“国际政治”。
18世纪晚期英国哲学家边沁当初创造的“international”这个词，反映的是他所处时代欧洲国家间政治
的现实，即由建立在领土疆界上的民族国家之间关系构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而今200多年后，还继续用原来对国际体系的认识框架来解读这个跨国性和全球性的世界，显然不相适
应了，尽管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
这种认知的变化源于时代的变迁。
全球化是一个恢宏和漫长的历史进程，但它的当代表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昭示了全球性与国
际关系研究这个学科的关联意义。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全球视域对于促进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进步是必不可少的，无论对于审视历史
上国际关系的演变，还是认识当今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变化与趋势，都是如此。
这也是本丛书题名为“全球视域下的国际关系”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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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学所独具的全球整体视角和源自地理学的空间分析方法，在解释全球化造就
的区域化、一体化趋势方面具有其他国际关系理论难以比拟的优势。
作为经典陆权论的代表，布热津斯基提出应对全球化对美国霸权造成冲击的有效之道是构建美国领导
下的“全球共同体”，这不仅可以减轻美国维护霸权的成本，而且可以阻遏欧亚大陆新兴大国的挑战
。
本书的主旨即是探讨布热津斯的地缘政治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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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布热津斯基与卡特政府外交研究布热津斯基地缘政治思想的主要意义之一在于该思想与70年
代末卡特政府外交有密切的联系，因此，通过布热津斯基的外交实践活动研读其地缘政治思想是必要
的。
在担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期间，布热津斯基积极推动对苏联实行人权外交，与中国建立跨越鸿沟的战
略关系，提高中东地区的全球战略地位，建立遏制苏联南下的地缘政治战线，最终促使缓和逆转。
这一系列举措都折射出地缘政治思想的光芒，使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深深地打上了布热津斯基的
烙印。
而通过梳理这些地缘政治思想，我们又能发现卡特政府后期实现外交政策转变的思想根源。
第一节　布热津斯基与对苏“硬缓和”卡特政府在执政之初基本延续了70年代初由尼克松一基辛格启
动的美苏缓和，卡特和万斯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作为处理美苏关系的主要内容，他们把与苏
联的“合作”看作是双方在“竞争”中保持和平和“共同生存”的“平衡”因素。
布热津斯基批评这是一种“理想主义型”的和解，把苏联的敌意误解为主要是一种不安全感的表现，
认为可以由美国人的耐心和保证来治愈。
他也批评“强硬型”和解派关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可以共管世界的观点。
布热津斯基认为美苏两国的对抗是深深扎根于两国的内部制度和地缘政治冲突之中，只强调问题的一
个方面都不足以全面处理美苏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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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
2003年我十分荣幸地获得了进入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师从朱瀛泉教授，之
后又参加了先生主持的985二期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项目的研究，我的博
士论文研究也被列为该项目的课题之一。
在三年的求学生涯中，朱瀛泉先生以丰富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宽厚的为人使我深深感悟到为人
为学的道理。
本书从选题到基本框架的确立和修改定稿，先生给予了悉心的指导和鼓励，谨在此向恩师表示衷心的
感谢！
感谢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洪邮生教授、计秋枫教授、蔡佳禾教授、戴超武教授和石斌博士及南
京大学历史系的杨豫教授、舒晓昀副教授在我求学过程和博士论文写作中所给予的帮助。
洪邮生教授讲授的《国际关系理论》以精辟的分析和透彻的讲解带领我遨游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殿堂
，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南京大学公共管理与政治学院的张永桃教授、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翟晓敏教授、南京政治学院的陈显
泗教授提出的富有建设性意见给我极大的启迪。
感谢同室好友王俊芳和高庆容，她们的友善使我忘却了集体生活的种种不便与烦忧，带给我温馨和快
乐。
感谢侯风云、陈黎阳、王蓓、赵林凤、蔡蕾、姜振飞、张清、杨旗等诸多学友的关心和鼓励。
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杨金荣编审、莫永明研究员，他们一丝不苟的精神让我由衷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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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理空间与全球霸权》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布热津斯基地缘政治思想的特征在于他将地缘政治理论与外交战略和意识形态相结合，他的地缘政治
思想既是对经典陆权论的继承，又有独创和发展。
但布热津斯基对于全球化造成的全球分裂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且由于融入了过多的政治战略意图
和意识形态偏好，其地缘政治分析模型不具有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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