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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危态对抗到优态共存 

——广义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战略的价值定位 

余潇枫 

【内容提要】 本文在梳理安全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安全与人的生存状态的相关性揭示，提出了“广义安全观”，并以

全球伦理的维度，对广义安全的研究模型、伦理向度及其安全理论范式做了新的探索，试图为非传统安全战略的价值定位

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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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关系学科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不到百年，因而当它面对变化多端的国际社会时，显得多有缺失，尤其是人类发

展的一体化趋势，使得国家中心范式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成为非国际化理论而日益受到批评，与其相应的安全理论也日益

陷入某种安全困境。不可否认，冷战随着苏联的解体而趋结束，表明国际关系理论有待于重构；“9·11”恐怖事件的

“意外”发生及其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表明传统的安全理论有待于转变其价值立场与范式。 

    一  安全再定义 

    ......

    二  广义安全模型 

    ......

    三  广义安全观的伦理向度 

    ......

    四  广义安全的“优态共存”范式 

    以全球为价值基点探讨安全与伦理的相关性，不难发现“安全-伦理”状态可分为四种：你安全就是我不安全；你不

安全我才安全；你不安全我也不安全；你安全我才安全。前两种呈现的是传统国家中心主义下的危态对抗范式，或称为共

危范式、共劣范式；第三种呈现的是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性，可称为共弱范式；第四种呈现的则是广义安全观所强调的优

态共存范式，可称为共优范式。限于篇幅，这里将着重讨论优态共存的共优范式的类伦理性质与对非传统安全战略定位的

意义。 

    类伦理是一种以人类共同体为整体价值尺度的道德理性，是依照人的类本性、类生活、类价值的要求所确立的人类活

动的终极准则。类伦理在人、社会、国家、国际、全球的类关系上蕴涵着人的全部交互关系的整体性统一；在人、社会、



国家、国际、全球的发展过程上体现为历史的否定性超越；在人、社会、国家、国际、全球的类活动上达成跨国界、超种

族的丰富性和谐。共优范式所体现的正是这种类伦理精神。支撑共优范式的国际伦理的理性法则是：社会共有、权利共

享、和平共处、价值共创。 

    第一，国际社会是一处共有的社会，它既是一个地缘上的资源共有社会，也是一个人作为类存在上的价值共有社会。

前者表征人类社会的共时态特征，后者表征人类社会的正义不可分性的特征。因而，社会共识是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基

本价值前提。 

    第二，权利共享表达了人类理性精神处理人类自身事务的基本价值取向，它是正义性基础上平等性的确立。联合国的

实践证明，权利共享既是国际伦理精神的弘扬，也是一种正义加平等的现实国际机制的创设与实现。 

    第三，和平共处是人类安全的历史祈求，也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法基本准则。和平共处意味着个人与国家权利的切

实保障有其必然的条件，意味着非传统安全的战略以和平为起点。 

    第四，价值共创是国际社会伦理正义的根本体现，也是共优范式战略意义的根本体现。价值共创的最基本行动是行为

体对自身责任的承担，是行为体对全球优态与人的安全的价值优先的承诺。 

    四条理性法则构成了国际关系伦理的有序整体：社会共有是价值共创的理念前提，权利共享是价值共创的物质前提，

和平共处是价值共创的必要条件，而价值共创在整合前三者的基础上，把人类发展的目标提升到应有的境界。 

    非传统安全战略的定位只有确立在共优范式上才有其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因为，在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研究与解决

中，共优范式具有其特定的价值优先性。它体现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道德“黄金法则”（golden rule）的

诉求，也是整合目的、手段与结果的国际行为的伦理判据。我们不能否认，全球生存优态是全球体系中各行为体生存优态

的前提，而人的生存优态又是全球生存优态的最终价值的旨归。与此相应，国家的生存优态只有在全球共优中才能真正实

现，并且对非传统安全来说，要在和平基础上求发展，只有互惠互利、共存共创的共优才能确保国家利益真正的获得与可

持续。所以，在类伦理视阈中的优态共存为我们真正认识非传统安全的现实境况提供了独特的价值尺度与坐标，也为我们

指导国际行为体共同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与自觉意识。 

    共优范式作为非传统安全的战略基点，其实现的主要途径是在全球体系中建立多边与超边的安全机制。体现共优范式

的多边安全机制在现实中已有局部的创造与运用，如东南亚区域论坛、4 国（朝鲜、韩国、中国、美国）对话、朝鲜半岛

能源发展组织、亚太安全合作会议、东北亚合作论坛等。 

    体现共优范式的超边安全机制的主要范例是联合国、制度化优先（ prior institutionalization）的欧盟以及人

们正在探索的各种全球治理机构等。超边的含义是指超越主权限制、让国界相对消失或者在主权让渡基础上进行共同合作

而形成的国际制度化的互动关系。换言之，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超边治理意味着要建构一种主权让渡式的协调体系，进行超

国家的治理，以体现全球化时代全球联动的本质与趋势。 

    当然，在当前历史条件下，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不能脱离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相对获益与相对权力地位的考虑，

也不能否认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有时甚至远远超过传统安全的威胁。但作为非传统安全的战略设计，定位在广义安全观的优

态共存范式上，有其无可比拟的理论与现实的意义。中国对1997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合作式回应（cooperative 

response），就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对非传统安全的经济安全体现优态共存战略的历史性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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