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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能源国际政治系统处于无政府的状态,没有一个世界政府管

理分配稀缺且分布不均衡的能源资源, 特别是石油资源。随着一些发

展中国家对石油需求的日益增长,能源消费国家之间为了确保稀缺石

油资源安全的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消费国家

之间的能源合作为能源安全提供了一条更好的长期出路。理解在无政

府的世界中能源国际合作为什么发生和如何发生对于发展促进未来能

源合作的战略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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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现实主义的国际合作观

从理论发展的脉络来看,结构现实主义精练了现实主义关于国

家偏好的假设, 强调体系的限制在形成国家的偏好和行为特点中的

影响。对相对获益的关注是由体系的约束所导致的, 对每个国家来

说, 这种约束提高了利用相对获益来促进自己的优势而损害其他国

家的机会。随着相互依赖的发展, 对相对获益的关注可能增强, 因

为, 开放性和国外影响的相应增加就加剧了国家之间的竞争, 并使

国家遭受到来自竞争对手的战略操纵的威胁不断增加。总之, 新现

实主义者的基本观点是, 无政府状态下, 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的国家行为体之间无法准确把握彼此的意图或动机, 因此,总是以

一种最坏的动机来判定对方,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利益最大化, 对这

个国家来说,将总是以单边的战略来寻求自身的利益, 而不管对方

如何行为。而且,安全是国家的最终目标,为了获得安全, 国家就需

要合作中的相对获益而不仅仅是绝对获益, 国家对相对获益的追求

就必然使国家之间的合作难以实现。只要无政府状态不改变, 不存

在中央权威,那么,国际合作的前景必然就是非常悲观的。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合作观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包含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即国家是

主要的行为体,国家根据其对国家利益的认识采取行动,权力仍然

是重要变量,世界政治结构是无政府的。但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从

体系结构层次上否定新现实主义对国际合作的悲观看法。在新自

由制度主义者看来,虽然国际政治是无政府的 ,但国家总是追求绝

对获益,而并不关注其他国家的获益多少, 这是由国家之间的相互

依存的客观环境所造成的。

在他们看来,经济相互依存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一个重要

特征, 在其中,国家对彼此开放,并且进行着大量的跨国界的经济交

易。这就意味着, 即使是在一般的活动中, 国家需要经常作出调整

以应对来自国外的事件的影响。在相互依存的国家之间, 存在着政

策选择的相互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对它们的互动产生战略方面的影

响。如果政策影响是正面的, 即, 一个国家的利益最大化有利于另

一个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那么,国家就很可能在促进共同利益最大

化的政策中进行合作。但是, 政策影响在特殊的限制下可能有负面

影响, 即, 一个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对另一个国家的利益的最大化产

生不利的影响。如果一个国家面临着来自外部的这种负面影响, 那

么,在一个相对独立的问题事务上,国家就不会选择合作。

三、美国霸权领导下的能源消费国合作

在新现实主义者看来, 如果要减少无政府状态对国际合作的

阻碍,那么, 国际体系中就必须存在一种权威性的结构, 例如, 霸

权。因为,霸权的存在就为国际合作的存在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

件。所谓霸权国就是指这样一个国家,即, 它在国际事务中有着不

同一般的重要性,具体表现是,它能够协调其他国家的行动以实现

一些共同得利的结果或在某个国家背离任何协议时协调对之进行

制裁的战略。美国著名学者乔安尼 高瓦( JoanneGow a)提出, 霸

权在国际政治中能够起到一种共同权威的作用, 在这种作用下, 可

能的合作者进行合作的主要原因在于它知道主导大国将阻止它们

剥削 ,即背叛; 而可能的背叛者由于受到主导大国可能制裁背叛

行为预期威慑而不敢背叛。于是, 霸权能够促进合作。

基欧汉在其 霸权之后 一书中提出, 在世界政治中, 权力永

远是重要的。任何试图对某一给定的程序和互动模式加以评价的

功能性解释,必须根植于对政构的理解,尤其是行为者之间权力分

配的理解。霸主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它通过提供选择性的激励机

制可以强迫弱国接受其领导或进行合作。霸权国家为国际合作创

造的条件有:行为标准; 有关其他行为者可能的行为模式的信息 ;

以及为各国遵守规则提供激励手段。二战后, 美国凭借其在经济、

政治和军事领域的绝对优势力量,确立了它在西方世界中的霸权

地位。在能源领域具体表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不仅是

世界上的最大产油国和消费国, 而且其跨国石油公司主宰了国际

石油工业。这些条件就使得美国在世界能源政治和经济格局中拥

有一种 至高无上 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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