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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8F_B2_E6_95_99_E6_c38_60863.htm 我国学术界一般公认，战

后国际关系格局是在１９４５年２月雅尔塔会议上确定的。

当时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三位领导人通过讨论交流，在

重大国际问题上达成一致，通过建立雅尔塔体制来规范战后

的世界秩序。冷战爆发以后，美苏两国战时形成的合作同盟

关系宣告破裂，从此世界进入了美苏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和

争夺势力范围斗争的两极体制，所以雅尔塔体制是美苏两极

争霸体制一时成为共识。 随着九十年代初苏联的分崩离析，

许多国内学者断定雅尔塔体制终结，国际关系格局实现了和

平条件下的转型，新的格局究竟是什么，众说纷纭，但断言

雅尔塔体制终结，学术界的声音是比较一致的。对此，笔者

不敢苟同。笔者以为，从表面上看，美苏两极争夺世界势力

范围是雅尔塔体制的主要特征，但实质上，雅尔塔体制应该

是美国倡导的、谋求美国在和平条件下实现对世界霸权的一

种国际关系格局。正如，19世纪维也纳体系表面上看来是均

势体系，但实质上是长达百年的英国霸权统治。事实上，雅

尔塔体制自从1945年形成以来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加强，它不

可能随着苏联的垮台而终结。准确地说，九十年代初结束的

是苏联向美国世界霸权进行挑战的这样一种局面，美国少了

一个阻碍它通向世界霸主的一个巨大绊脚石。如果我们有了

这样的认识，那么就不会对冷战后世界和平前景产生盲目乐

观，同时，对美国强化冷战时期的两大军事组织北约和日美

安全条约的做法，对美国不断挤压俄罗斯、妖魔化中国、武



力干预巴尔干地区事务的战略，也不会感到惊讶。这些全部

是美国谋取世界霸权战略的组成部分，同冷战时期美国的全

球战略是一脉相承的。 历史上每个时代都有霸权国家，各领

风骚数十年。葡萄牙、荷兰、英国都是各自时代的世界霸主

。作为霸权国必须符合几个条件：1）霸权国的地理位置应该

是在具备充分安全保障的全岛或半岛和；2）拥有世界半数以

上的海军力量；3）具备经济创新能力为主导的经济实力；4

）国内政治稳定和开放，国内问题不会干扰其外交领导作用

。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在本世纪初已经具备霸权国的客观

条件，但没有得到国民的认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在

国家力量增长的同时，充当世界霸主的意识也开始觉醒。从

战后初期世界力量的对比关系来看，美国的综合国力空前地

强大，它的经济实力占整个世界的一半，它的国家利益几乎

包括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它的军事力量和情报网络遍及全球

。当时几个主要强国如苏联、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中

国基本上处在维持温饱阶段，根本无法挑战美国。然而，当

时美国的霸权意识刚刚形成，霸权战略不够成熟，它对世界

的控制主要通过外交、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多种手段实现，

而不是赤裸裸地依赖武力征服。雅尔塔体制的实质是美国霸

权统治下的世界和平，这是当时美国政治领导人的战略构想

。苏联并没有构成在综合国力上能够同美国抗衡的另一个力

量极，它至多扮演了挑战国的角色。战后四十多年来，苏联

在几次同美国发生军事对抗时总是退避三舍，如朝鲜战争、

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苏联在最后关头总是寻求同美国

的妥协。战后使真正美国力量遭受重创的国家是中国、越南

、朝鲜等亚洲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是为了保家卫国，在迫



不得已的情况才与美国交战的，并非向美国确立的国际体系

进行挑战。而美国的失败在于它的高傲自大，对武力的盲目

崇拜，以及对亚洲国家人民捍卫国家主权意志的低估。 另一

点我们也必须注意，评价国际关系格局不能仅仅局限于政治

军事方面，应该把经济金融和科技也应该包括进去。如果说

战后四十多年来，在政治军事层面上特别在核力量方面，苏

联尚能对美国表现出一定的威慑力量，那么在经济科技领域

几乎是美国的天下，苏联根本没有成为在经济科技领域能够

抗衡的美国一个力量极。美国在战后迅速确立了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为核心的国际经济秩序，并

运用强大的军事威慑力量迫使弱小国家接受不合理的国际规

则制约，从而实现它的经济霸权。每当弱小国家表现出对美

国霸权不满情绪时，美国动辄以经济制裁进行威胁，或者使

用经济力量加以教训。去年亚洲发生的金融危机正是美国行

使经济霸权，对具有独立意志弱小国家进行报复的一个很有

说服力的例子。那些断言冷战结束就是雅尔塔体制终结的学

者，可以说是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当代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

格局中的重要作用，剥离了经济关系抽象地谈论国际关系格

局的转型，其结果无法解释九十年代以后美国对外行为的林

林种种。必须认识到，美国主宰的全球化进程同时也是剥夺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最终消灭它们国家主权、从而实现美

国经济霸权的过程。 最后，从历史上来看，每次重大的国际

关系格局转变，每个霸权国家的出现，都是通过激烈的国家

间战争完成的。欧洲三十年王朝战争锻造了威斯特伐利亚体

系；拿破仑战争造就了维也纳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塑造了

凡尔赛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锤炼了雅尔塔体系。正是充满



了腥风血雨的战争，彻底破坏了国际社会原有的政治经济关

系，打破了国际关系现有的力量平衡，导致旧式国际关系格

局的破裂。经过战争后，主要大国、强国重新调整力量对比

关系，有些列强衰落了、消亡了，有些列强崛起了，甚至成

为霸主，新的国际关系格局由此形成。近代历史上，从来没

有过在和平条件下完成国际关系格局转型的先例。当然我们

无法断定21世纪是否可能出现和平交割世界霸主地位的局面

，但我们至少可以指出，今天的国际关系格局仍然属于战后

初期形成的雅尔塔体制框架，其实质是维护美国霸权下的世

界安全秩序和国际经济秩序。苏联曾经试图在这一国际体制

外建立另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但从来没有成功过，反而由于

无法抗拒美国的强大政治经济攻势，最后不战自亡。苏联的

解体和冷战的终结，仅仅是战后国际关系格局一次重大的结

构性调整，谈不上整个战后国际关系格局的改朝换代，我们

仍然处在雅尔塔时代，这就是我们对战后国际关系格局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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