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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国的对外政策是多种机制、多方主体、多项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尽管美国总统代表所有美国人对外发出唯一的声音，但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无疑是一个多方主
体参与、经过充分辩论、领导者审慎决策的过程。
美国并非铁板一块，只是辩论各方的意见最终都汇总到作为决策中枢的总统，由他加以对外表达罢了
。

本书一书全景式地介绍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形成机制。
几位作者从美国宪法、行政体系研究出发，结合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各种研究方法，从制定原
则、制定机制和制定主体等视角对美国对外政策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剖析。
他们不仅揭示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础，描述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机制，而且详细介绍了各类主体及它们
在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几位作者提出在美国的国际承诺中存在某种锁定效应：一旦美国出现在某个地区，它就难以完全放弃
它在那里的作用和责任，其对外政策倾向于承担更多的责任和实现更大的集中度。
这种机制加强了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也有助于美国形成某些持久的对外政策特点。
同时美国的对外政策也体现出一些规律：内倾加稳定和外倾加扩张阶段的交替；权力总统化和国会与
市民社会权力上升的交替；乐观干预主义和悲观保守主义的交替；偏好对抗和偏好和解的交替。

 本书由夏尔-菲利普·戴维、路易·巴尔塔扎和于斯丹·瓦伊斯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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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另一方面，还有新民主党人（New Democrats）中间派，即克林顿之后，所有在减少财
政赤字和在传统价值观方面倾向于共和党的保守主义政策的人们。
这一思潮使得克林顿时期对外政策主导者们的自由主义和多边主义势头受到了削弱。
经过上述对美国对外政策中各种思想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各种思想的区别实际上完全取决
于其程度的不同。
没有任何对外政策的实践、对外政策的制定仅仅是遵从某一思想的教条而完全不包含其他思想的元素
的。
历任总统所推行的对外政策最终都会借鉴上面所介绍的所有思想，只是其发挥决定性的程度不同。
诚然，孤立主义思想不再像当初那么有影响，但是其精髓仍然存在并且不时以古老的美国例外论利己
主权主义形式出现和在左派和右派均奉行过的最低限度对外政策中出现。
美国人不会轻易地放弃他们那类似隔代遗传的理想主义。
他们总想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一个促进国际秩序和国际合作、在世界其他国家推行资本主义模式的楷
模。
美国对外政策集中体现在现实主义和自由国际主义两大思想之上。
尽管美国的对外政策有时同时具有这两种思潮的特点，但是一般都会是其中之一占据主导地位，或是
将世界看做一个无政府状态和冲突中的整体，或是强调世界上具有合作的前景和建立冲突解决机制的
可能。
现实主义者们真诚希望实现和平，但是他们不知道除了均势政策和实力政策之外如何实现和平。
自由国际主义者们不想把冲突的威胁最小化，但是他们认为这种威胁是很有可能被强力的国际机制、
多边主义政策（总之是美国主导的无需强加霸权的世界秩序）所阻止的，他们也乐于见到这样的结果
。
因此，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始终穿行于各大政治思潮之中。
现实主义、自由国际主义、孤立主义和理想主义均处于永恒的势力消长博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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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国对外政策(第2版·修订增补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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