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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势与政策课中关于国际秩序合法性问题研究——基

于伍德罗·威尔逊自由国际秩序合法性研究视角
魏凡 徐湫恒 徐诺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金城学院，江苏南京，211156；

摘要：在形势与政策课中绕不开对国际秩序的叙述，其中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应该存在，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具有合

法性经常被公开讨论。合法性最先被用于国内政治实践，它的职能在于回应社会一致性、同一性并将其以政治权

力的形式确定下来。政治秩序是对统治问题、权力问题、利益分配问题的说明，政治秩序涉及合法说明，国际政

治秩序也亦如此。近现代，国际秩序总体呈现两次大的转变，从宗教威权秩序转变为权力均势秩序，从权力均势

转变为自由主义秩序。当今国际社会总体上处于自由主义秩序之下。需要指出的是，后者转变的起点源于伍德

罗·威尔逊将自由主义理论在国际政治层面的实践。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大多在遵循国际法、国际

惯例的情况下开展国家外交、经济贸易等活动。学习和了解当代国际秩序下国家、国际组织行为体所遵循的合法

依据，将更有利于当代大学生认识国际秩序，提升对法律、道德规范的认知，有助于于大学生树立正确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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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伍德罗·威尔逊自由国际秩序

伍德罗·威尔逊倡导建立的国际秩序是自由主义理

论在国际政治上的一次重大实践，在国际社会中极具开

创性。自他之后，罗斯福对这一理论进一步发展并成功

实践，被后世理论化为制度自由主义，直至今日，仍颇

具影响力。然而，一个世纪过去了，领导世界近百年的

美国也开始质疑他们所首创的秩序模式。美利坚大学国

际事务学院教授阿米塔·阿查亚曾一针见血的指出，“美

国领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正在衰落”，他创造性的给出世

界将进入“复合世界”的新秩序论。如果阿米塔·阿查

亚的新秩序理论在未来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有必要反

思这种新秩序是基于怎样的旧秩序思想和现实产生的，

这使得研究伍德罗·威尔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变得十分

必要。

伍德罗·威尔逊的国际秩序是指在国际社会中，在

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大原则下，独立自主的主权

国家制定并遵循国际法律法规，通过国家联合体非暴力

等方式处理国际事务，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为全人类服

务、长久稳定的国际秩序。从定义看，该秩序重视国际

行为体在原则上达成的共识能够在各个环节上得到贯

彻，并且倚重已有的和新确立的国际规范或机制来建立

合法的国际秩序。需要指出的是，国际社会中突出权力

认同，并且倚重某些国家政治权威建立稳定国际秩序时，

可能形成国际霸权秩序或者帝国主义秩序，但这样的国

际秩序也存在合法性。很明显伍德罗·威尔逊想要建立

的是自由主义式的国际秩序，这种秩序的合法性更强调

限制权力，用合法的国际机制去建设和维持稳定的国际

格局，强调原则上的正义性。在分析伍德罗·威尔逊国

际秩序的合法性时，不仅可以从自由主义理论分析也可

以从强调权力和利益的现实主义理论进行分析，因为，

只凭合法的原则和制度建立起来的现代秩序还不存在，

合法的权力在威尔逊所要倡导的国际秩序中不同程度

地得到默认。

2 伍德罗·威尔逊自由国际秩序合法性

2.1 基于现实主义国际秩序理论视角分析

经典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是

追逐权力的斗争”，汉斯·摩根索始终认为，政治家和

人民一旦通过国际政治的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时，他

们必定参与角逐权力的斗争。不可否认，美国在 19 世

纪上半叶确实是欧洲权力游戏的旁观者，它作为一个反

对帝国主义追求自由主义国家而存在，本可以一直如此，

但是美西战争之后，美国参与到世界帝国扩张的行列，

正如萨姆娜预言那样“美西战争的结局使美国不可挽回

地走上了同一条当时正使欧洲陷于革命和战争漩涡的

不归路”。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伍德罗·威

尔逊政府对世界宣布实行中立政策，但到了 1916 年后

半期，伍德罗·威尔逊清醒地认识到，无论美国如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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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中立，在政治、社会、尤其经济等领域美国都同欧洲

社会建立了深刻地联系，为了美国海上自由航行权力不

被伤害同时保障美国民众安全的现实利益美国有必要

参战，所以 1917 年 4 月 2日美国正式对德宣战，也因

此参与了欧洲政治的权力游戏。伍德罗·威尔逊在 191

8 年 9 月的一次演讲中声称美国参战的两个任务，一个

是赢得战争，另一个是显示美国真正的权力质量。一战

之前，美国是国际社会中的债务者，而一战后，美国成

为英法德等国家的债权者，为了确保美国借出贷款和输

出物资能够得到有效偿还，美国都有必要利用战后的优

势地位保证美国经济利益。

伍德罗·威尔逊把自己看做是一个命中注定要帮助

创造世界秩序的人，这个世界新秩序由道德和理想主义

而非国家利益掌控。但事实上伍德罗·威尔逊在国际秩

序的设计上遵循着现实主义的逻辑，即在国际政治政策

中寻求保持或显示权力的政治目标，力求维持战后所存

在的权力分配。美国在设计战后国际蓝图的架构时，主

要大国的权力得到了必要的保证。对于战胜国而言，有

利于增加他们国家权力的变化他们乐于接受，基本保持

战胜国战后优势地位的维持现状政策，他们也能接受，

但不可接受的是任何可能导致两国之间关系发生本质

变化的政策或秩序。威尔逊设计的国家联盟体系中含有

的 5个常任理事国，基本上由原来的协约国一方占据，

保证了战胜国战后维持权力优势，这有利于战胜国一方

对威尔逊制定战后国际秩序原则的认同和遵循。威尔逊

极为反对旧的欧洲秩序所遵循的均势原则，但实际上威

尔逊设计的国际秩序将民主国家权力限制在了国际机

制中并在国际机制中形成了新的权力均势。尽管威尔逊

在倡导新的国际秩序时极力与欧洲依靠权力均势存在

的旧秩序进行区别，但是客观上从战争中挣脱出来的新

秩序成员主要还是欧洲旧秩序中的主力军如英国、法国、

澳大利亚、意大利、加拿大等，伍德罗·威尔逊所倡导

的新秩序首先要得到这些政治权威国家的权力支撑。伍

德罗·威尔逊所倡导的新秩序能够维持一定时间内的存

在，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维持秩序根基的合法性权力未

受到挑战。美国在一战中也逐步建立现实主义所宣称的

权威领袖的形象，在中立期间美国在遵循国际法的基础

上对交战国双方自由贸易，充当调节者的角色，参与战

争，美国用实力扭转战争走向，也为其参与战后世界秩

序安排赢得了部分话语权。继而关于如何结束战争，如

何拟定对德协约，如何规划战后安排，欧洲传统大国不

得不将美国的建议纳入其中。美国真正成为世界大国，

真正参与和主持战后世界秩序的活动背后有着以物质

基础为依托的合法权力作为支撑。

现实主义理论也强调原则、道德以及国际法的重要

性，但主要目的是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权力的存在和行

使塑造合法外衣。因为合法性强调普遍的社会认同与合

法律性。汉斯·摩根索在阐释权力本质的四个区别时，

提到必须区分正当权力与非正当权力。所谓的正当权力

是指那些得到道德或法律认可的权力，它区别于赤裸裸

的权力。关于权力与合法性关系，有学者认为权力与合

法性相互影响又相互分离：“合法性既限制了权力，又

使权力发生效力，且权力加强了合法性”，有学者认为，

权力与合法性不是同一种东西，“权力不仅来源于行为

体的物质实力，也来源于合法性”，“权力与合法性的

关系既不是互相借用，也不是简单地相互限制，合法性

建构了权力，它改变了权力的特征”，但是值得指出的

是现代社会的合法性更多基于认同的权力而非基于强

迫的权力。

2.2 基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理论视角分析

国际政治中的自由主义理论主要源于 18 世纪启蒙

运动时期，西方思想家如洛克、卢梭、康德等基于理性

认知对人类享有的权力如人的自由、平等权利，人与政

府之间的契约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为后来国际自由

主义提供了原则性的引导。其中，康德通过对战争的思

考建立了自己的国际政治观，他认为战争会给人类社会

带来巨大的损失，人类需要发挥自身的理性，依据法制

来摆脱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并最终建立“永久的和平”。

他为国际社会建立和平国际关系提供了思路，他的这种

自由主义思想历经一个世纪的发展，最终由伍德罗·威

尔逊初步实践。二战后，国际政治中的自由主义理论进

一步发展，形成新制度自由主义。1971 年曼宁（David

J.Manning）对自由主义基本理念进行了概括。首先，

自由主义认为人性是向善的，并且是可以教化的；其次，

个人的自由是社会变革的动力；再者，个人自由与福利、

社会正义和安全有赖于法制；第四，自由主义的历史观

是进步的，它认为合于理性的人类社会的规范设计是可

以实现的。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产生和发展基于对

战争与和平的思考，基于对自由、平等、正义的原则理

念顺从，基于共有知识的普及和认同，从这些方面来看，

自由主义基本理论同合法性内涵具有天然的粘合性。

从合法的秩序应该遵循的原则上看，在国家间交往

中，伍德罗·威尔逊始终呼吁并坚持正义性的原则，这

种正义性集中表现在他想要建立的新秩序之中。伍德

罗·威尔逊通过对旧秩序的鞭挞来树立新秩序的正义形

象。主要表现为四点，第一，英国治下的欧洲秩序，国

家之间尤其大国之间进行秘密外交并签订一系列秘密

协定。在伍德罗·威尔逊看来国际战争的发生很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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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同这些秘密条约有关，他认为只有不公正的事情才不

会想让别人看到，因而，他在十四点原则的第一点就提

出公开外交，并在起草的国际联盟宪章中明确规定了秘

密条约不具有任何效力，今后国家间的每一项条约，每

一项国际谅解都要在国际联盟的秘书处登记，并在登记

后尽快予以公布。第二，旧的欧洲秩序的公平正义是大

国才享有的权力，小国和弱国的权力无法得到保障。同

旧秩序的本质区别在于新秩序主张所有享有民族主权

的独立国家一律平等，国际联盟宪章的第十条（伍德

罗·威尔逊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这是盟约的核心条款 ）

明确规定“缔约各方承诺尊重和保护盟约所有成员国的

领土完整和现有的政治独立，同时抵御外部侵略。如果

发生这种侵略行为，或有任何威胁或危险，行政理事会

以履行义务的方式提供咨询意见”。第三，在旧秩序中，

世界和平的方式依靠大国之间实现均势，当均势被打破，

各国会寻求战争的手段进行解决，伍德罗·威尔逊最反

感帝国均势原则，因为它不利于持久的和平。他曾总结

道“旧的秩序不是依靠人类的一般道德判断，也不是以

国际权利为基础形成政策，而是基于国际权力形成的政

策。”在美国参战之前，伍德罗·威尔逊就曾认真思考

过战后是建立持久稳定的和平秩序，还是再次回到均势

原则主导下的国际秩序，他给出的答案是建立一个民主

国家联盟机制，即通过国家的共同协商建立集体安全体

系来维持长久和平。第四，在欧洲旧秩序中，帝国通过

武力在世界上建立殖民地，在伍德罗·威尔逊看来这是

专制权威统治，必须进行彻底地破坏，因而，他主张脱

离专制政府的地区和民族有权选择自己的政治道路，即

各民族享有自决权。民族自由不应该被压制。他用门罗

主义来阐释民族自决权具有正义性，门罗主义的宗旨是

任何国家都不得干涉美洲事务，不得在美洲试图建立自

己的权力。国际联盟遵从类似的教义，即任何国家都不

应该放任自己的权力，或者试图干涉世界各国人民的政

治独立。

3 伍德罗·威尔逊自由国际秩序合法性研究的

意义

秩序是指整齐而有规则的状况，它是与无秩序、混

乱相对应的概念，秩序反映着一种“确立和维持规则”

的期待。赫德利·布尔始终坚信，秩序是人类事务中值

得加以追求的或者有价值的东西，它是世界政治的焦点，

他基于对国家、国家体系以及国家社会的认识提出了国

家秩序的概念，即国际秩序是国际行为的格局或布局，

他追求国家社会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目标，这些目标包

括维持国家体系和国家社会本身的生存，维护国家的独

立或外部主权，维护和平并对暴力进行限制。基辛格认

为，国际秩序应建立在“一套明确规定了允许采取行动

的界限且被各国接受的规则，以及规则受到破坏时强制

各方自我克制的一种均势”之上。中国学者阎学通将国

际秩序定义为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依据国际规范采取非

暴力形式处理冲突的状态。学者们对秩序的界定离不开

国家行为体对限制暴力实现和平维护自身独立价值的

期待和思考，离不开对合理规则制度的信任和依赖。在

形势与政策课中学习秩序、国际秩序的涵义、自由国际

秩序运行规则将有利于学生认识和分析当前国际局势。

国际秩序建立和维持的前提是得到国际社会共识，

即国际社会成员对国际成员标准的认同，对权力或者所

建立的国际规则制度的认同，对体系中主流价值观、原

则的认同。国际社会共识也是合法性政治的重要环节，

只有国际秩序所含的各要素不同程度地满足了国际政

治中合法性的条件，国际秩序才可能建成。通过对国际

秩序中规则的认识和遵守也提醒着当代大学生对国家

法律规则的认同和坚实的遵守，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同时

也是创造和平生存发展环境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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