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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2004年9月师从于中国人民大学宋新宁教授，于2007年7

月获博士学位。 中文摘要 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为我们更好地

理解世界提供知识增量。从问题的提出来看，我们认为联盟

信任问题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问题。从经验层面来看，联盟政

治现象贯穿于人类国际关系史。研究联盟信任的形成，对于

我们理解国际政治中的联盟政治现象，如联盟困境、联盟背

叛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是，与信任问题的实践重要

性相反，国际关系研究中信任研究的理论化与系统化努力却

不多见。理性主义者大多借鉴经济学中博弈论的分析框架，

认为信任实质为一种理性计算的结果；社会心理学学者将信

任看作是一种情绪，一种有助于我们合作的积极情绪。我们

在分析联盟信任形成问题时，综合了理性主义与社会认知两

种不同的角度，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解释模式，亦即弱式理性

主义解释和社会归因理论解释。这也是我们在研究假定中试

图综合以及调和有限理性与情绪理性假定的努力。当然，根

据初步的理论解释力比较，我们认为社会归因理论解释要强

于理性主义的解释。换言之，理性变量要产生信任，无论是

情绪性信任，还是工具性信任，都必须经过社会认知这一中

间变量的环节。在群体组织层次讨论联盟信任是如何以及何

时形成时，我们认为群体身份决定着群体的归因方式的异同



。基于大多数联盟为战略性联盟的认识，我认为大部分联盟

信任的形成是一种工具性信任的形成，而情绪性信任只是出

现在特定条件下以及特定联盟组织中。 作为将心理学的基本

理论与范式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一种努力，本文所采取的

心理学理论范式为社会认知理论。当然，在如何解释联盟信

任形成问题时，我们也提供了另外一种理性主义的解释模式

。社会认知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始于1970年代后

期。国际政治认知研究的研究进展包括由认知相符/一致理论

向社会认知理论的转变，以及情绪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得到

诸多学者的关注。在我们的研究框架中，信任程度随着积极

情绪水平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本文的问题可以转化为：作

为一种情绪的信任是如何出现以及何时出现的？联盟信任的

工具性与情绪性变迁机制是什么？有哪些变量和因素影响着

联盟信任的形成和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本文的研究属于

探讨情绪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这一研究课题。而情绪与认知

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于世界政治事务的意义，成为2000年以

来政治心理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应用的最前沿问题。 具有情

绪的信任是一种对于可信性的“安全信念”，而没有情绪的

工具性信任只是一种刺激反应的结果。情绪性的信任能够保

持联盟的稳定与发展，工具性的信任则无法实现这个功能。

所以，联盟群体内情绪的程度，成为决定联盟前途与命运的

核心软力量。本文的分析并不在于仅仅强调情绪对于世界政

治事务的重要性，而是着重解释联盟群体内情绪性信任的生

成机制。在北约形成过程中，我们选取两个国际危机/冲突事

件作为考察北约联盟信任形成的个案。选取国际危机/冲突作

为分析信任形成的个案，这是因为联盟作为一种军事战略组



织或者安全共同体，其功能在于军事承诺与义务的规定只有

在危机或战争中，盟友之间的承诺与义务才得以最好地体现

。其实，我们探讨信任的一个首要前提是，信任的形成必须

建立在声誉的形成之上。如果盟友之间没有形成决心声誉，

遑论情绪性信任的形成。在本文的具体史实分析与验证中，

北约盟友之间对于合意行为与结果倾向于进行属性归因：将

美国的决心捍卫盟友利益的行为视为联盟群体的内在属性之

故，而将不合意的行为与结果看作是外在情境使然。例如，

对于朝鲜战争的“潸然落幕”，北约盟友并没有对美国及北

约联盟进行尖锐的批评，而是将不合意的结果归因为各种外

在因素。如此，在史实阐述与分析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北约

盟友在集体认同基础上之联盟归因，这种倾向于内群体的社

会归因产生倾向于情绪性的信任。如果以跨大西洋联盟作为

分析联盟信任形成的个案，那么我们将发现弱式理性主义的

解释同样有效。理性主义与社会认知的解释各有所长，可以

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在情绪的生成机制当中，理性行为与

认知机制均能产生情绪。 简而言之，国际关系的政治心理学

研究，其理论假定历经了理性假定，至有限理性及情绪理性

假定的演变。由此观之，心理学的研究基于对理性假定的挑

战，但终归又回到了理性假定。这也表明，国际关系中心理

学研究的目标并不在于非理性分析，而在于理性分析。在有

限理性的来源机制当中，认知偏见与动机/情绪偏见是两种基

本的动力。在情绪理性假定当中，我们又可以分别对应于个

体层次的情绪理性以及群体层次的情绪理性。个体层次的情

绪理性主要来源于认知神经科学家的情绪理性分析，相关研

究成果已应用于领导者的决策分析之中；群体层次的情绪理



性，亦即内群体情绪之于群体共同体的“我们”的感觉，以

及群体的稳定与团结等，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内群体情绪

的理性同时也成为外群体情绪非理性的来源之一。本文的研

究立基于情绪理性，重点探究群体情绪理性情绪性信任的生

成机制。 关键词：联盟形成；信任形成；情绪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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