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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米尔斯海默看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单边主义的关系 

王传兴 

【内容提要】具有八十余年历史的现实主义理论流派名家辈出，而米尔斯海默则是这一流派非同凡响的一位“新”大

家。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布什政府对外政策指导思想——新保守主义即重实力的一面十分契合，因此是布什政府对外政

策思想上的“知己”，尽管米氏并不赞成美国现政府的对外政策，特别在伊拉克问题上可见一斑。但是，布什政府的“单

边主义”对外政策在逻辑上与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两相暗合，二者之间的关系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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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结束了，但历史并未终结。这样也就给了国际关系理论一个进一步发展的理由和空间，现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

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福山的“终结理论”也是在对自我的否定中才最终证明了自身的存在价值。冷战的结束标志着旧

有国际格局的终结和新格局的即将形成。在这样一个格局变迁的过程中，一向活跃的西方国际关系学界自是不甘寂寞。也

因此，我们才不仅看到了像建构主义理论这样的理论创新，而且也目睹了传统理论的新发展。这都是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

的总结性归纳和前瞻性指导，其中就包括以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 

    从传统现实主义到进攻性现实主义 

    ......

    米尔斯海默式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单边主义的一个理论根源？ 

    “单边主义”是目前美国的对外政策主轴。具体体现在布什政府2002年9月20日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有

学者将其基本内容概括为“反恐打恐，先发制人；大国关系，全面优势；美国民主，市场经济”。“布什政府安全战略中

的以单边主义为核心的‘新霸权（帝国）’思想，旨在长期维护美国在全世界不可挑战的领导地位。”依笔者看来，美国

“新帝国论”的最核心内容其实还是“安全”——“绝对安全”。布什政府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对外政策，是因为它“并

没有认识到，美国的安全现已不可避免地同全球安全和增强国际社会的力量结成了一体”。而美国寻求与其他大国的合

作，“实质上，就是要维护目前美国对其他大国的绝对优势”。正如米尔斯海默所坚持的那样，“国际制度（大国合作的

国际法基础——作者注）仅仅反映了国家利益和政策，它们并不对权力斗争产生独立的影响”。 

    熟知当代美国政治的人都清楚，2001年小布什入主白宫以来，其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而在笔者

看来，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本义和精髓是与新保守主义重视实力的一面相通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我

们才能明白为什么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在美国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的确，米尔斯海默对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了

不遗余力的批判，但这恰恰是米氏理论的悖论，因为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推论正与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相



吻合。因此，如果要对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对外政策间的关系有进一步的认识，就有

必要将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放在现实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  

    理论是对现实的反映和总结，并进而指导现实。冷战结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左右，由于新的国际格局尚未成形，各

个大国都提出了自己对建立国际新格局的观点和看法。如美国的“世界新秩序”蓝图——追求传统等级式的国际秩序，即

“美国治下的和平”；欧洲的新秩序观——依然是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即“美欧日三极体系”；日本的“国际新秩序构

想”——与欧洲类同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即建立一个由日美欧三极主导的国际新秩序；中国的国际新秩序主张——追求

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国际秩序，即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际新秩序的准则，等等。 简单地说，就是美国的单极世界构

想和其他大国的多极世界构想之争，尽管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各自的多极格局版本并不相同。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

美国在此10年间经济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其他世界大国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与美国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美国成为傲视

天下的“孤独的超级大国”。这样的国际现实为美国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理论——如新罗马帝国论、单边主义、先发制

人、进攻性现实主义等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也使“布什（政府中）的霸权主义者觉得，美国这个巨人受制于全球体系中那

些微不足道的规范制度的时间已经太久了”。 

    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集中体现在2001年推出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正是对冷战结束10年后的美

国外交进行理论总结和理论前瞻的产物。米尔斯海默式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最核心的内容，乃是“为修正主义国家引入

了一个理论基础”，从而使国家行为动机中追求权力和安全的最大化、合理化。米尔斯海默认为，“各个国家都倾向于进

攻性地看待别的国家，哪怕其最终动机只不过是为了生存。简言之，大国具有侵略的意图”。由于米尔斯海默强调追求权

力的最终目的和动机都是为了安全的最大化，并不存在维持现状的国家，“所有大国都是修正主义者并'准备好进攻'”，

因此所有其他现实主义理论所面临的“安全困境”在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中就难得见到了。按照这一理论，冷战

后美国相对实力的急剧膨胀即决定了它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 

    米尔斯海默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起因和霸权国的论述也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在他看来，三种模式可以解释战争爆发的几

率：两极格局是最和平的，不平衡的多极格局最易走向冲突和战争，而平衡的多极格局则介于两者之间。在不平衡的多极

体系中包含一个潜在的霸权国，而该国将进一步朝地区霸主的方向推进，“因为霸权是安全的最高形式”。潜在的霸权国

在谋求地区霸权的时候，其他国家因恐惧而采取的联合行动又会被潜在的霸权国视做对它进行“包围”，因而力图进一步

加强其安全，从而导致双方恐惧的升级，最终走向战争。米尔斯海默认为成为全球霸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霸主意味着

在所处的体系中它是惟一的大国，“除非某个国家获得了'明确的核优势'”，即“有能力毁灭对手而不用担心报复”。从

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只是现代史上一个支配、控制西半球的地区大国而已。 

    从以上的分析介绍中，对于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与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我们至

少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无论是刻意而为——根据本文作者聆听米氏的解释，米尔斯海默本人是绝对否定这一点的——还是理论推导的

结果，米尔斯海默通过“权力最大化”以求得“安全最大化”的观点，可以成为小布什的“先发制人”战略的理论支撑。

而在现阶段，只有美国能够做到“权力最大化”和“安全最大化”。“先发制人”是“单边主义”的核心内容。 

    第二，米尔斯海默所持的“所有国家都是修正主义者”的论调，可以看做是布什“单边主义”的理论准备。按米尔斯

海默“无限扩张论”，现有国际制度法律必然成为美国走向帝国的羁绊。若要脱此樊篱而进行帝国扩张，“单边主义”政

策就是此类理论的逻辑结果。按照米氏的观点，既然所有国家都是修正主义者，那么美国在“权力—安全最大化”的诱惑

下单方面退出全球100多个国家历经10年辛苦谈判达成的《京都议定书》等单边行为也就言之凿凿、顺理成章了。 

    第三，既然最能带来和平的两极体系在当今世界已不现实，而多极体系——无论平衡的还是不平衡的——在米尔斯海

默看来又都更可能导致战争，因此，美国今天的最大安全惟有全球霸主——新罗马帝国一途，尽管米尔斯海默在他的书中

并未明言。但这一逻辑推论却与米氏的另外一个结论相抵触——他认为全球霸主是不可能的！但现实政治的需要还是促使



米尔斯海默得出“霸权是安全的最高形式”的结论。在这样的矛盾叙述中，读者只能得出这样一个违背米氏本意的结论，

即如果美国要成为世界霸主，就要“有能力毁灭对手而不用担心报复”，因而小布什政府单方面退出了《反弹道导弹条

约》(ABM)，并更加积极地开发部署导弹防御体系。 

    进攻性现实主义带给我们的思考 

    ......

    结  语 

    以上一方面简单介绍了作为传统现实主义继承和发展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基本内容，另一方面笔者还对其与美国现政

府的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及其局限进行了分析批判。走笔至此，不禁感慨良多。且不论这一理论的成败得失如何，单就西

方国际关系学者构建理论的勇气和胸襟这一点而言，也足以使我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在理论的建构方面再难“静若处子”，

尤其是在中国正向“全方位”大国迈进的今天。本文的另外一个目的，乃是希望通过对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介绍批判，使我

们能够从一个理论高度的视角来观察当今美国对外政策的走向以及这一走向的深层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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