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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中出现了朝鲜、德国、越南、也门等分裂国家。
其中，越南、德国、也门分别通过武力、吸收、一体化模式完成了国家统一。
为什么三国能够完成国家统一？
为什么三国采取了不同的统一模式？
作者认为，分裂国家统一不是“行为体取向”单一发展的逻辑，而是“结构性取向”综合作用的结果
。
本书尝试构建“复合权力结构”的新视角，通过对越南、德国、也门统一的比较分析，论证
“复合权力结构影响分裂国家统一及其模式选择”的理论假设。

复合权力结构是一种多维力量的综合体系，横向上包含硬权力和软权力结构两大内涵，纵向上涉及国
家、地区、全球权力结构三个层’面，可以细化为国家一硬权力结构、国家一软权力结构、地区一硬
权力结构、地区一软权力结构、全球一硬权力结构、全球一软权力结构六项指标；每项指标都分别对
应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区域大国、区域组织、极的关系、意识形态。

越南、德国、也门统一是复合权力结构综合作用的结果。
就国家权力结构而言，在越南武力统一中，硬权力结构与软权力结构分别体现为：南北越南政治军事
对立，北越武力主导政治军事统一；南北越南经济社会离散，北越武力主导经济社会统一。
在德国吸收统一中，硬权力结构与软权力结构分别表现为：东西德国政治军事缓和，西德和平主导政
治军事统一；东西德国经济社会整合，西德和平主导经济社会统一。

在也门一体化统一中，硬权力结构与软权力结构分别呈现为：南北也门政治军事缓和，南北也门和平
主导政治军事统一；南北也门经济社会整合，南北也门和平主导经济社会统一。

就地区权力结构而言，在越南武力统一中，硬权力结构与软权力结构分别体现为：中国与南越敌对，
中国默认北越武力主导统一；南北越南均处于东盟之外，越南统一不受地区规范限制。
在德国吸收统一中，硬权力结构与软权力结构分别呈现为：法国与东西德国缓和，法国默认西德和平
主导统一；西德处于欧共体之内，德国统一受到地区规范限制。
在也门一体化统一中，硬权力结构与软权力结构分别表现为：沙特与南北也门缓和，沙特默认南北也
门和平主导统一；南北也门处于阿盟之内，也门统一受到地区规范限制。

就全球权力结构而言，在越南武力统一中，硬权力结构与软权力结构分别表现为：美苏缓和，美国从
东南亚的战略撤退；美国在南越影响力的收缩，美苏默认越南武力统一。
在德国吸收统一中，硬权力结构与软权力结构分别呈现为：美苏缓和，苏联从欧洲的战略撤退；苏联
在东德影响力的收缩，美苏默认西德和平主导统一。
在也门一体化统一中，硬权力结构与软权力结构分别体现为：美苏缓和，苏联从中东的战略撤退；苏
联在南也门影响力的收缩，美苏默认南北也门和平主导统一。

通过对越南、德国、也门统一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分裂国家统一的实现与“同质
性复合权力结构”密切相关：在国家层面，国家一硬权力结构为内部主导政治军事统一；国家一软权
力结构为内部主导经济社会统一。
在地区层面，地区一硬权力结构为区域大国默认分裂方主导统一。
在全球层面，全球一硬权力结构为两极缓和，一极在地区的战略撤退；全球一软权力结构为一极在分
裂一方影响力的收缩，两极默认分裂方主导统一。

第二，分裂国家统一模式的选择与“异质性复合权力结构”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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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统一模式中，影响武力模式或和平模式(吸收与一体化模式均属于和平模式)选择的异质性复合权
力结构为：在国家层面，国家一硬权力结构体现为分裂双方政治军事“对立”还是“缓和”，分裂方
内部“武力”或“和平”主导政治军事统一；国家一软权力结构呈现为分裂双方经济社会“离散”还
是“整合”，分裂方内部“武力”或
“和平”主导经济社会统一。
在地区层面，地区一硬权力结构体现为区域大国与分裂双方关系“对立”或“缓和”，区域大国默认
分裂方“武力”或“和平”主导统一；地区一软权力结构呈现为分裂方处于区域组织“之外”或“之
内”，分裂方“不受”或“受到”区域规范限制。

在全球层面，全球一软权力结构表现为两极默认分裂方“武力”或
“和平”主导统一。
其中，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中各项因素的前者影响了武力统一模式的选择，后者影响了和平统一模
式的选择。

(2)在和平统一模式中，影响吸收模式或一体化模式选择的异质性复合权力结构为：在国家层面，国家
一硬权力结构表现为内部“一方”
或“双方”和平主导政治军事统一；国家一软权力结构体现为内部
“一方”或“双方”和平主导经济社会统一。
在地区层面，地区一硬权力结构体现为区域大国默认分裂“一方”或“双方”和平主导统一；地区一
软权力结构呈现为分裂“一方”或“双方”处于区域组织内。

在全球层面，全球一软权力结构表现为两极默认分裂“一方”或“双方”和平主导统一。
其中，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中各项因素的前者影响了吸收统一模式的选择，后者影响了一体化统一
模式的选择。

综上所述，《复合权力结构与国家统一模式——对越南德国也门的比较研究》中的复合权力结构影响
分裂国家统一及其模式选择。
其中，同质性复合权力结构影响分裂国家统一的实现，异质性复合权力结构影响分裂国家统一模式的
选择。
该理论对深入研究中国的统一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复合权力结构与国家统一模式——对越南德国也门的比较研究》由夏路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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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945年分割德国的最初方案中，本没有法国控制，的德国占领区的席位。
只是在戴高乐的强烈要求下，在综合考虑欧陆均衡战略的过程中，英美才表示愿意从既得的德国占领
区中各自划出一部分区域形成法国占领区。
法占区是从德国现行的行政区划中分离出来的区域，缺乏传统历史联系。
相对于其他占领区而言，法占区对德国非纳粹化和赔偿问题的施行最为严格与彻底。
1949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法国对西德的占领时期，也是法德两国从对立逐渐转为缓和的初期。
西德成立后，依据战后美苏英法四国的协议，法国在西德仍然具有管辖权力。
1950年，美国为了建立“地理上有利、实力上最强的欧洲防御”，提出建立西德军队、重新武装西德
的倡议，但受到了法国的抵制。
在西方三国中，法国是最反对废除对德国占领制度的国家。
然而，随着第一次柏林危机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东西方冷战激烈对峙的国际形势使得将西德纳入西方
阵营同盟轨道的重要性越来越迫切。
1954年10月，法国最终被迫放弃了原有的强硬立场，与英美一道同西德签署了《巴黎协定》，决定
从1955年5月5日开始，结束对西德的占领。
 在法国逐步结束对德占领的过程中，法德之间的关系也因冷战的升级而得以缓和。
1949年，阿登纳出任西德第一任总理后，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发表了著名的“破冰解冻
”讲话：“我决心要以法德友谊作为我们政策的一个基点，因为它是我们政策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1950年5月，法国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提出了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计划，建议将引发法德百年冲
突的两国边境煤钢资源置于共同参与和管理的联合机构之下，并向西欧所有国家开放，此举得到了西
德的积极响应。
1952年，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携手成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对内取
消煤炭与钢铁的关税和进口限制，对外实行统一关税和共同的贸易政策。
1957年六国签订《罗马条约》，组建欧洲经济共同体，实行共同的经济一体化政策。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复合权力结构与国家统一模式>>

编辑推荐

《复合权力结构与国家统一模式:对越南、德国、也门的比较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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