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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化压力下国家主权是如何弱化的？
作者在这点上的分析富有启示性，他在阅读大量国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引入了一个“国家主权机制”
的概念。
在他看来，国家主权机制由国家能力、国家自主权、国家职能、国家权力的合法性组成，国家主权的
弱化源于国家主权机制的减弱，而国家主权机制的减弱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是国家能力的下降，接
着引起国家自主权的缩小，进而导致国家职能难以履行，最后，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就可能失落，国民
会寻找新的权力依赖。
这一观点前人较少涉及，而且作者言之有据、述之成理。
    作者还触及区域化、全球化孰先孰后以及相互的关系问题。
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很重要，不解决孰先孰后这个问题，就无法弄清区域性组织与全球化的关系，也
就无法证明欧盟是全球化的载体以及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主权、欧盟权力架构的影响。
作者的答案是：先有全球化后有区域化，区域化是全球化“压迫”下的产物，不论地域性组织的变化
，还是区域性组织的诞生乃至全球性组织的出现，都与全球化有关。
    在研究中，历史感与时代感同等重要。
作者认为20世纪70、80年代之前基本上是绝对主权观流行的年代，在此时期，主权是至高的、绝对的
、不可分割的；此后，则是相对主权观占主导地位的年代，主权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这样就给了读者一个清晰的国家主权演变的轨迹图。
    作者分析的视角是比较新的。
作者分析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是从时间与空间的向度着眼的。
在我国，明确地从时间与空间的向度来集中研究全球化压力下的国家主权问题还是较为少见的。
由此，国家主权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
读者就能从“纵”与“横”两个维度明了国家主权的诸多问题。
作者谈到国家主权在不同时代呈现不同的特点，其中全球化给国家主权带来重要影响；而就空间向度
看，国家主权就有内外空间的问题，国家主权的空间和领土基本吻合但不仅仅限于领土，同时在这内
外空间里国家主权和全球性组织以及区域性组织或者说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间组织都会发生摩擦、碰
撞。
因而怎样更好地在这“内外空间”中实现国家主权、巩固主权和让渡主权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与应对
。
    在本书中，作者对若干重大的概念，如“主权受限论”、“主权受侵蚀论”、“主权让渡”、“教
育主权”、“法律全球化”等作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和界定。
这对学术研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也表明了作者扎实的基本功和严谨的学风。
只有这样，得出的结论才会更具科学性，更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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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政治认同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
它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人们在一定社会中生活，总要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如把自己看作是某一国家的公民
、某一政党的党员、某一政治过程的参与者或某一政治信念的追求者等等，并自觉地以其组织及过程
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这种现象就是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体制方面的认同，有助于政治组织及其制度获得合法性；在政策方面的认同，可以使政治组织的政
策、方针得到支持、贯彻和落实；在政治思想方面的认同，有助于政治组织成员树立起共同目标，激
发为共同事业奋斗的热情和信心。
任何国家、政府和政治政策、政治思想、政治目标等如果不能得到人们的认同，就不可能长期存在下
去，更不可能将事业引向成功。
　　鉴于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公民认同所构成的挑战，一些学者直接就把全球化的
过程定义为“非民族国家化”的全过程，认为全球化正在消除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的一致性。
这种一致性的日益消失，使民族国家的统治失效，“至少在西方世界里倒退到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不
再可能”。
这种“非民族国家化”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社会的非民族国家化，即经济的、生态的、
文化的和军事的行为联系和作用的扩大，正迅速向前推进，而创建超民族国家的政治管理机构则是一
个具有现实的重要性，但进展却非常缓慢的进程。
更有甚者，一些学者指出，全球化破坏了国家的自主性，一个“社会的世界”正在取代“国家世界”
，东西方冲突的结束削弱了民族国家存在的价值，因此“民族国家已经过时”，“民族国家正在终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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