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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道主义干预”一直是国际关系、国际法、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特别是冷战后，随着全
球化及各国相互依赖程度加深，人道主义干预问题再次引发全球范围内在实践和理论层面的诸多探讨
。
以发达国家为主的试图在世界社会内超越主权国家的后现代化运动，与多数发展中国家为主的试图在
国际社会内寻求主权国家的现代性，二者相互交错，鲜明地构成了一幅21世纪国际关系的动态图景。
　　《秩序与正义之间：国际社会人道主义干预问题研究》“人道主义干预”概念内涵不同于“新干
涉主义”，它是基于道德价值的考量，旨在实现人类的共同福利和维护最基本的人权价值。
也就是说，如果某行为体的行为足以忤逆最底的价值底线（诸如生命权），国际社会有责任去维护国
际秩序、实现国际正义，因而国际社会在保护最基本人权的责任方面存在一种最低限度的连带一致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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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波，男，汉族，1980年生，安徽舒城人。
2009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2007年11月－2008年11月，入选国家留学基金委第一批全国公派“联合博士研究生”培养项目，赴澳
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访问学习1年。
现为北京市社科院外国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研究领域涉及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法以及国际人权合作等。
个人译著：《私营军事工业的兴起》。
在《现代国际关系》、《外交评论》、《国际论坛》、《国际观察》、《国际关系学院学报》、《中
国社会科学(内刊)》等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其中多篇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政治》、《中国外
交》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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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日本学者大前研一曾多次指出，当代国家主权的“虚化”现象。
“就真正的经济活动而言，民族国家已失去了作为全球经济有价值参与单位的角色地位”，“全球市
场上的公民信息沟通便捷，他们将不再消极地等待民族国家或文化先哲告诉他们生活方式的变化。
他们想自己亲手建设自己的未来。
他们想通过自己的方式直接进入已经真正全球化的经济世界。
”②美国国际公法学家路易斯·汉金认为，在冷战结束与全球化背景下，主权已是不合时宜的东西，
“主权是个有害的字眼，这不仅是因为它效劳于各种可怕的国家神话，而且在各种国际关系中，甚至
在国际公法中，其往往成为一种时髦用语，取代了深思熟虑和谨慎行事。
”③而更为极端的则认为，当前国际社会进入一种跨国的市民社会，主权国家存在的意义已经不大。
“全球化破坏了国家的经济自主性，社会的世界代替了国家的世界，东西方冲突的结束削弱了民族国
家存在的价值”④。
鉴于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市民社会认同所构成的挑战，民族国家政治和经济功能大
为下降。
但是主权国家作为国际法的基石，已然渗入到国际法的各个领域以及各种国际法的相关文件中去，主
权不可能终结。
从全球化下国家主权理论四种新发展，可以看出国家主权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主权是一个不断发展
的概念，正确理解主权概念必须和其所处的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相联系。
无论是从历时性还是共时性的视角出发，主权由绝对发展到相对受限已是不争的事实。
尽管主权日益受到侵蚀限制，但是全球化不仅不能否定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的存在和作用，更没有衍
生出能够完全替代主权国家的新型社会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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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秩序与正义之间:国际社会人道主义干预问题研究》是社会学论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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