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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区域与国别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

俄罗斯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

学院李兴教授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刘军教授等合著的

《俄美博弈的国内政治分析》（以下简称《俄美博

弈》）一书，于 2011 年 12 月由时事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从国内政治视角系统探究新时期俄美关系的

一部力著。

俄美在国际舞台上常常特立独行、我行我素。

其国际行为背后的逻辑常常是本国国内因素。以系

统结构为理论假设起点的著名国际政治学者肯尼

思 • 沃尔兹也承认，单纯的物质权力结构缺乏对苏

东剧变这样重大国际事件的解释力。

目前，中国国内对于俄美关系的研究，重基础

研究，轻对策分析；重事实陈述，轻理论分析；研

究角度单一，缺乏新意；内容不够系统全面。《俄

美博弈》一书的作者指出，中国学者侧重于大国博

弈；美国学术界较多从经济考虑；俄罗斯学术界较

多从政治着眼。而从国内政治视角进行深入研究的

几乎没有。因此，从国内政治视角系统、综合、完

整地探究俄美关系的发展与变化有着深远的学术意

义与现实意义。国内政治视角不仅是剖析国际问题

产生的深层原因的利器，更是从根本上寻求国际矛

盾解决方案的出发点。该书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首先，该书作者明确给出了关于“国内政治”

这一概念的独特定义。《俄美博弈》一书认为，国

内政治是发生在一个主权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类

似于“内政”、“内部因素”、“国内社会”的概念。

国际政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国际体系（国际）、

国际关系（国家）、国内因素（内政），国家层次

是中间环节，国内因素通过国家层次影响国际政治。

内政包括政府、社会、公民个人三个层面，具体的

形式有三种：“物质形式、制度形式和思想观念形

式。”作者对国内政治因素的界定与其他专著的区

别在于：该书对国内政治概念分为三个层面、三个

层次、三种形式及三种载体，这使得本专著理论线

索更加细致具体、层次分明。

其次，该书观点视角独特。作者认为，国内政

治与对外关系具有明显的相关性。特别是在全球化

时代，像俄罗斯和美国这样的世界大国，其国内政

治因素与对外政策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甚至相互渗透，并深刻地影响到了双边互动关系的

内涵、性质和面貌。该书从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的

视角，宏观理论分析与具体个案探讨（领域）相结

合，时间因素（历史现实）与空间因素（地区国别）

相结合，基础、比较与应用研究相结合，透析俄美

关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重点是冷战结束以来俄

美复杂互动关系的内容、特点和趋势。这一研究视

角富有新意，国内还比较少见。同时，该书以俄美

关系为例证，实证探讨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相关性

理论。这也是当今国际政治学界比较前沿的研究课

题之一，作者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以国内政治视角分析大国关系是李兴教授的一

个学术强项，他对俄美政治文化的概括至今仍然是

透视俄美博弈的重要线索。李兴在《俄美博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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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俄美有许多相似之处，两国都具有很强的民族

优越感，自信、自负、自命不凡，具有大国主义和

民族主义的历史传统，拯救世界、领导世界的历史

使命感等。同时，两国又有许多明显的不同，这两

个国家似乎是世界历史和发展道路上两种不同的模

式和样板。美国崇尚个人主义，而俄罗斯信奉集体

主义。美国崇尚物质，而俄罗斯崇尚精神。美国人

的思维方式是散乱的、跳跃式的，但往往是鲜活的、

富有创新意识的；而俄罗斯的思维方式是严谨的、

清晰的，强调自圆其说，言必有据，然而常失于教

条、刻板。由于国内体制不同，美国的民主体制使

其政策的导向往往是由经济而政治、由内政而外交，

在对外关系中，喜欢采用经济外交手段，提出价值

观外交；而俄罗斯相对集权，使其政策导向正好相

反，由政治而经济、由外交而内政，能源外交是其

亮点，新欧亚主义是其特色。美国对内民主、对外

专制，对内王道、对外霸道，在国际体系中处于中

心和主动地位；而俄罗斯在转型中，在国际体系中

处于领先地位边缘和挑战者位置，虽然在国内集权，

但在国际上倡导民主，尊重联合国和国际法。美国

的单极独霸是俄罗斯所不能接受的，美国主导的全

球化是俄罗斯不能认同的。俄罗斯落后于西方，追

赶西方，而又不服气于西方，甚至挑战西方，俄罗

斯并不害怕美国，也不买美国的账，但又绕不开美

国。美国轻视俄罗斯，但又不得不与俄罗斯合作。

俄罗斯与美国那么相同，而又那么不同，相互反感

而又相互欣赏，相互竞争而又相互合作。

《俄美博弈》一书分为理论、实践、个案、相

关、前景五个部分，紧紧抓住国内政治这条主线，

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从全局到个案、从

主要到相关、从现实到未来地进行系统研究，以深

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学术语言展现了一部鲜明生动

的俄美关系博弈历程图景。从俄美国内政治与对外

关系、俄美总统个人因素、俄美公民的相互形象认

知、俄美利益集团与战略武器博弈、俄美围绕北约

东扩的较量、俄美能源博弈等问题领域以及独联体、

欧盟、中国等地缘领域着手，有重点、有选择、有

特色地论证了国内政治与俄美对外政策、俄美关系

的相互作用，用丰富、生动、鲜明的材料论证了国

内政治的重要作用。

后，该书不仅运用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手

法，而且还展望了未来。在对国内政治概念的科学

理解以及对俄美博弈的详尽论述的基础上，作者在

第五部分对俄国内发展趋势、奥巴马对俄政策调整、

俄罗斯崛起的制约因素等方面，严谨而富有创意地

进行了适度的、有根据的解释、展望与预测。这也

是对该著的内容与论证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该书的

写作是规范的，在逻辑上能够自圆其说、言之成理，

体现了端正的态度和严谨的学风。

 当然，白璧微瑕，该书对国内政治的理论探

讨以及把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结合起来剖析方面似

仍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对于领导人个人因素的作

用似可以采取更多案例分析。但是，瑕不掩瑜。该

书在探讨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的相关性方面仍然做

出了有益的探索，是一部较有分量的学术作品。该

书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的

终研究成果，开卷有益，适用于对国际政治和对外

关系感兴趣的所有人士。     （责任编辑 刘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