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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冷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

李文亚
(徐州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

,

扛苏 徐州 22 1。。9)

〔摘 要〕冷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由其深层次的根源和复杂的世界矛盾所决定的
,

在世

界政治格局演变过程中
,

显现出了鲜明的特征和过渡期的漫长性以及未来世界政治格局的轮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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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

以东欧巨变
、

苏联解体为代表的一系列事件都不失为二十世纪最重大的事件
。

现实有时比理论更不可捉摸
,

更富有戏剧性和不可思议
。

在剧烈的事变之前
,

所有可能的国际关系理

论都显得苍白无力
,

上至国家领导
,

下至普通百姓
,

普遍感到难以理解
。

但有一点是人们普遍赞同的
,

那就是世界政治格局已 由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逐步转变
。

一
、

冷战结束 以后
,

世界政治格局的走向及其原 因

世界政治格局指的是由世界上各种基本力量的对比
、

组合和配置而形成的国际关系总体框架
。

它

具有相对稳定性
、

客观性
、

历史性
。 “

相对稳定性是指世界格局以国际上各种基本力量经过不断的变化

消长和分化组合而形成的一种均势的平衡为基础
。

只要世界基本力量的对比配置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

世

界格局就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

客观性是指世界格局总是由大国力量的对 比所决定的
,

不管你喜不喜欢
。

历史性是指世界格局是一个历史范畴
,

是人类的历史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
。 ”fl] 事实上

,

在世界

各种基本矛盾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
,

量的变化天天在发生
,

它不断地改变着世界上各种基

本力量的对 比关系
,

并酝酿着重大的质变
。

由此
,

历史的必然性便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

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
,

整个世界处于以美苏为首

的东西方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两极格局统治
。

但从 1 9 8 9 年下半年到 1 9 9 1 年期间发生的一系列惊心动

魄的戏剧性事件
,

导致了两极格局彻底崩溃
,

世界政治格局从此由两极向多极逐步转变
。

二战结束以后
,

分别以美苏对峙两极为首的同盟国构成了战后国际关系的基石
,

形成了新的三大

势力
。

其组合情况为
,

以美苏争霸为首
,

东西方对立
,

第三世界为中间力量
。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

事力量大大超过其他国家
,

他们以庞大的核武库为后盾
,

形成军事上两极对抗
,

经济上各成体系
,

社

会制度截然不同
,

意识形态针锋相对
。

战后形成的新的力量对比和组合状况决定了战后的世界格局为

两极格局
,

美苏矛盾为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
,

两极格局的形成
、

持续
,

代表着战后力量均势的出现和

保持
。

在这种力量均势被打破之前
,

两极格局具有相对稳定性
,

但它又因国际力量的对 比不断消长变

化而受到震撼
。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以后
,

两极格局 日益受到逐渐壮大的其他力量中心的挑战
。

首先表

现为美苏力量的相对衰落 ; 其次表现为西方主要国家经济实力均衡化趋势
;
第三

,

主要向美 国
“

领

导
” 地位提出挑战

;
第四

,

第三世界反对两霸的斗争
。

这些变化 日益动摇着战后形成的力量均势
,

迟

早会打破两极格局
,

但若不是苏联的急剧衰落和内外政策的根本转向
,

两极格局解体还不会如此彻底

和迅速
。

1 9 9 1 年 8 月发生巨变后
,

国家瓦解
,

苏联不复存在
,

至此两极格局解体
。

对于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由两极向多极的逐步转变
,

其原因有三个方面
:

第一
,

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是世界政治格局转变的根本原因
。

高技术—世界新格局的孵化器
,

二战结束后
,

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
,

其发展的速度
、

内容的广泛都远远超过了前两次
。 “

高技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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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蓬勃发展
.

高技术向传统产业和传统产品的渗透
,

高技术在金融
、

商业
、

国际贸易
、

邮电通信
、

交

通等第三产业
、

农业乃至人类杜会各个方面的广泛应用
,

是推动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 ’,[ 2 1由

于经济基础和发展速度以及科技能力的差异
,

由于高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差异
,

导致了世界经济科技格

局呈多极化局面
。

这次世界政治格局的转换正是在战后世界新科技革命推动下
,

生产力发展导致大国

发展不平衡的结果
。

第二
,

冷战是世界政治格局转变的直接原因
。

从感性角度看
,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与以苏联

为首的东方集团长达 4 0 年的冷战中
,

西方集团取得相对胜利
,

东方集团遭到失败
,

苏联东欧集团崩溃
.

美 国的霸主地位也遭到程度不 同的削弱
,

从而导致两极格局解体
,

第三
,

两个不平衡性和一个新生力量的发展是世界政治格局转变的巨大动力
。

川
,

东西方集团间的

不平衡性
。

由于苏联在战后相当长时间里
,

未能适应战后新科技革命对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

没有改革

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
,

致使其经济在后期逐步陷人停滞
,

并影响到东欧国家发展
,

与西方国家间的

差异 日益扩大
,

最终导致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失败
。

[2]
,

西方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性
。

美国的相对衰落
、

德 日的崛起
、

西欧联盟进展
,

导致西方国家力量的对 比发生变化
。

西方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了

力量的相对均衡
,

形成经济上美
、

日
、

欧三足鼎立局面
,

导致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和不可逆转 [a1
,

第

三世界的崛起与壮大
。

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
,

第三世界已涌现出一批新兴发展 中大国和国家集团
,

他

们有的已成为地 区大国
,

并有发展成为世界一极的潜力
。

这种情况直接推动了多极化趋势的发展
,

加

速了两极格局的瓦解
。

二
、

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特点
:

分化组合与新旧交替的大变动时期

正如前文所述
,

两极格局突然瓦解
,

人们普遍感到不解
,

但有一点基本是赞成的
:

世界格局已由

两极向多极逐步转变
。

显然
,

我们目前既不处于单极格局统治
,

也不处于稳定
、

成熟的多极格局统治
,

而是处于分化组合与新旧交替的大变动的过渡时期
。

之所以处于这样一个时期
,

是由两极格局瓦解后

世界矛盾的变化与发展所决定的
。

关于两极格局瓦解后的世界基本矛盾
,

邓小平曾精辟指出
, “

和平与发展
”

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
。

80 年代
,

尽管第三世界团结斗争有减弱趋势
,

但南北矛盾更加尖锐
,

南北矛盾仍为基本矛盾之一 ; 另

外
,

西西矛盾表现为争夺欧亚主导权和两极格局瓦解后出现的
“

真空
” 地带

。

随着两极格局解体和世

界经济集团化趋势发展
,

西方国家间特别是美日
、

美欧间的矛盾正在日益上升和突出
。

由于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经济互相渗透与一体化的发展
,

这一情况必然表现为尖锐
、

复杂的政治
、

经济
、

外交斗争而

牵动欧亚乃至全世界
。

西方国家间的矛盾从来就是世界基本矛盾之一
,

它突出表明了世界多极化趋势

的不可逆转和正在加强
。

当代世界处于转型期
,

各种矛盾正处于剧烈变动中
,

世界基本矛盾还未充分展开
,

呈现 出复杂性

和多样性
。

在以上矛盾的作用下造成了当今世界政治格局中两种对立的倾向相持不下
、

互相碰撞
、

反

复交锋的状态
,

从而使世界政治格局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新旧格局相互交替和重新分化组合的大变动

时期
,

在这一时期
,

整个世界动荡不安
,

直至一种倾向战胜另一种倾向
,

建立起新的均势
,

这些基本

特征具体表现于
:

1
.

全球层次的缓和和地区层次的动乱并存
。

从全球层次看
,

两极格局终结后
,

作为世界战争根源

的美苏争霸因素不复存在
,

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

国际形势明显趋于缓和 ; 但从地区层次看
,

虽

有一些热点降温
,

但被两极格局掩盖的民族矛盾
、

宗教纠纷
、

领土争端相继爆发
,

再加上大国争夺出

现的矛盾相互交织
,

而且此起彼伏
,

前者越来越占优势
。

2
.

冷战后
“

以经济为重点的国际关系和冷战的残余结构
、

痕迹
、

后果并存
” 。

闭各国都在调整政策
,

以更多精力解决自己国内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
,

把经济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

综合国力竟赛代替

军备竞赛
,

成为大国较量的重要形式
。

而当前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
,

从其性质来看
,

又是冷战时期争

夺势力范围斗争的继续与完成
,

冷战时的概念
、

思维也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发挥作用
,

但前者越来越占

优势
。

3
.

“

世界一体化与民族分离两种趋势交叉存在并同时展开
” 。

闭世界一体化倾向在北美
、

西欧
、

亚太

占主导地位
。

民族分离倾向主要表现在前苏联
、

东欧地区 与第三世界一部分地区
,

这一倾向在全球范

围内虽不占主导地位
,

但近年来急速发展
,

成连锁反应
。

这两种倾向相互碰撞和影响
,

并将持续一段

时间
,

但前者越来越占主导地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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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极化趋势和单极倾向相互作用
、

制肘
” 。

固可能发展成为一极的新的力量中心正逐步形成
,

多

极化趋势加速发展
,

制约着美国
,

使美国无法独霸世界
。

但另一方面
,

美国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
,

在

军事
、

政治
、

经济
、

科技等方面都占有相对优势
,

迄今仍是西方国家的头
,

在国际事务方面仍起主导

作用
,

并力图维护其霸权地位
,

但其越来越力不从心
。’

5
.

“

无序与有序并存
” 。

闲旧平衡已被打破
,

新平衡尚未形成
,

但国际关系仍有某种秩序存在
。

冷战

结束
,

由两极格局瓦解引起的大震荡高潮已过去
,

缓和的趋势
、

经济一体化趋势
、

多极化趋势明显占

主导地位
,

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形势的主流
。

从整体上看
,

世界正在从克服动乱走向缓和与稳定
,

逐

步形成新的多极格局
。

三
、

当今世界政治格局转换过渡时期的浸长性

综上所述
,

基于世界矛盾已发生变化与发展
,

国际形势趋于均势
,

可以肯定多极化是必然的
,

其

势不可挡
,

但它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渡期
,

其依据主要有三方面
:

第一
,

新旧格局转换期的客观历史特点的必然要求
。

两极格局是战后形成的
,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
,

从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以后
,

两极格局 日益受到逐渐壮大的其他力量中心的挑战
。

自 1 9 8 9 年下半年东

欧巨变到 1 9 9 1 年苏联解体
,

标志着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已从渐变
、

量变转变为多变
、

质变
,

世界政治

格局进人了从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转变的过渡时期
。

但这次世界新旧格局转换之所以出现一个役长的

过吸时期
,

并不是偶然的
,

而是由于这次转换具有和以往历次转换不同的显著特点
。

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与否
,

主要看大国关系及走向
。

具体标准包括
: “

一
,

世界主要国家和国

家集团关于建立世界新秩序及构筑国际战略新格局的战略意图及 目标和措施、
“

二
,

世界主要国家和

国家集团有关实现各自新秩序及国际战略新格局既定目标的足够力量
。 ”fl] 当今世界的主要大国有美

、

日
、

法
、

德
、

英
、

俄
、

中
。

美国企图独霸全球 ; 欧洲强调
“

欧洲中心论
” ,

同时法国更提出多极化 ; 日

本虽然依附于美国
,

但多极化心态不言自明
;
俄国已趋稳定

,

抛弃了原苏联冷战思维
,

强调有俄国一

席之地的多极
。

相比较于标准二
,

关键在于美国有无足够力量和相应国际条件
,

实现其单极世界战略

目标
。

答案是否定的
。

[1] 其力量相对下滑
。

[z] 从客观环境讲
,

两极格局崩溃后出现的国际战略环境
,

未能

象二战结束那样
,

给美国提供足以迫使一些主要有影响力国家依附于它的条件
。

[s] 在政策上
,

由于旧格

局
、

旧秩序是在和平条件下崩溃的
,

各大国间无胜利者和失败者可言
,

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是平

等的
。

从这两个标准看
,

多极化趋势是必然的
,

走向多极化的道路也必然是漫长的
。

第二
,

新旧格局转换期的现实需要
。

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一个旧秩序的终结
,

但并不意味着一个新

秩序会 自动生成
,

更不能说明世界秩序将终止于此
。

美国人一统世界的时代并未如期到来
,

世界并不

安定
,

历史也没有终结
。

国家的无政府状态
,

各国对权利的诉求
,

依然是国际新秩序的骨架
,

能够影

响其结构变化乃是科技革命与全球化的发展
,

而非国际体系本身的系统或格局演变
。

冷战终结 的不是

一个权力的时代
,

而是权力的格局
。

正基于此
,

冷战之后依然是冲突
,

权力之后依然是权力
。 “

后冷战

综合症
”
绝不是冷战结束之初的暂时现象

,

而是代表两个世界秩序更迭的阵痛
。

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
“

经济全球化
”

和
“

和平” 的神话
,

然而
,

经济全球化丝毫不妨碍国家间的竞争
。

多极格局确立恰恰受

到诸多不稳定因素制约
,

使起必经曲折过程
。 “

地缘政治变动此起彼伏
,

民族主义如燎原之火
,

民族分

裂主义
、

霸权主义
、

种族主义
、

极端宗教主义沉渣泛起
。 ”[sj 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剧了世界格局转变的

漫长性
、

复杂性和过渡性
。

第三
,

新的多极格局并未真正完全形成
。

一种新 的世界格局形成
,

是世界各基本力量经过反复消

长变化和重新组合
,

构成相对稳定的新的均势
。 “

一超多强
” 虽反映了世界多极化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

,

但仍然是过渡性结构
,

具有很大不稳定性
、

不确定性
,

虽可 以从中看出新世界格局的轮廓
,

但却不能

认为新的多极格局已形成
。

况且
,

美国的实力虽遭受挑战
,

但并未对其超级大国地位构成重大威胁
,

至

少在本世纪初叶
,

美国仍是唯一超级大国
,

只要国内外形势对它有利
,

霸权主义
、

强权政治就有可能

抬头
。

众所周知
,

实力地位是一相对概念
,

一国实力高低只有与它国相 比才能体现出来
。

冷战的结果
,

两

超级大国一死一伤
,

我们不否认美国是胜利者
,

但其付出了惨重代价
。

它没有进人一个衰落时期
,

但

其相对衰落是不可避免的事实
,

无可否认的是欧洲和亚太在崛起
。

因此
,

多极化是必然趋势
,

单极格

局违背历史发展潮流
,

四
、

对未来世界政治格局的大胆预测
·

1 5
·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

经济全球化
、

地区一体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

经济格局主导作用 日益显现
,

政治格局与经济格局之间界限趋于模糊
,

经济格局的多元化日益推动政治格局 的多元化
。

世界多极化

趋势不断发展
,

多极格局虽未形成
,

但其轮廓已呈现
,

我们能够对其作简单而又大胆的预测
。

第一
,

新的世界格局将由美
、

日
、

俄
、

中也许还有印度
、

巴西等大国组成
。

美实力从整体上说相

对衰落
,

但其衰落过程是曲线而非直线
,

预计到 2 0 1 0 年
,

美仍然保持世界第一强
。

俄潜力巨大
,

在独

联体范围内占有明显优势
,

在中东欧仍有传统影响
。

从长远看
,

俄将逐步恢复元气
,

重新成为世界大

国
、

强国
。

以法德为核心的欧盟将成为能与美抗衡的巨大力量
,

终将摆脱美控制
,

而成为独立的一极
。

日本在实现政治
、

经济转型后
,

仍可取得新发展
,

日本成为政治大国
,

是很有可能的
。

国际上广泛认

为
,

2 01 。年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日的经济大国
,

加上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

政治影响力大
,

将成为世

界新格局中的一极
。

印度
、

巴西己成为地区强国
,

但要成为一极还需时日
。

当前五大力量中心已客观

形成
,

再过若干年
,

当美实力地位和干预世界事务能力下降到一定程度
,

欧
、

日实力进一步提高
,

中

国经济发展持续若干年
,

俄恢复形成相对稳定力量
,

新的多极格局将基本形成
。

第二
,

在有关大国推动下
,

世界将在现有区域经济集团基础上
,

逐步形成若干大的群体
。

如欧盟
,

将由德
、

法
、

英等主导
,

在包括欧盟和自由联盟国家的欧洲经济区域基础上吸收东欧国家形成统一的

欧洲联盟
。

美洲群体将在美主导下
,

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基础
,

吸收拉美国家参加而逐步形成
。

亚洲

地区将逐步建立起开放
、

松散而有机联系的经济群体
,

日本
、

中国
、

东盟将在其中发挥重大作用
。

这

三大群体实力相 当
,

将形成新的战略平衡
。

第三
,

新的多极格局 中
,

西方仍占重大优势
。

目前
,

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中
,

西方占 70 %以上
,

随

着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

这种情况有所改变
,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力量对比
,

发展中国家发

言权将继续巩固
,

但在近二三十年里不会有根本变化
,

新的多极世界并不是一个理想世界
,

但 比起过

去历史上的世界而言
,

将是一重大历史进步
。

第四
,

在世界划分为若干群体情况下
,

全球一体化趋势将继续发展
。

在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第四

次科技革命推动下
,

全球化趋势达到新高
。

同时
,

对人类本身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的全球性问题将

日益突出
、

尖锐
,

从另一方面促进全球化
,

人类创造文明
,

人类也将发挥集体智慧来维护和发展文明
。

第五
,

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
。

其一
,

和平问题继续存在
。

在未来新格局 中
,

冷战遗

留间题
、

转型期出现的动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

或在很大程度上瓦解
,

新的战略平衡建立
。

世界形势

比现在稳定得多
,

世界大战更不易发生
,

大规模战争比现在可能性减少
。

但由于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不

可能在过渡时期完全解决
,

依然存在霸权主义
、

强权政治
,

依然存在大小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

依然

存在 大国势力范 围的争夺
。

因此
,

在新的多极格局形成后
,

人类将更加珍惜和平
,

努力维护世界稳定
,

同时将有可能集中更多精力用于发展
,

为建设美好世界而努力
。

这一前所未有的多极格局能否实现
,

要基于不久将来的检验
。

有一点可以肯定
,

即其基点在于世

界格局多极化这一不可阻挡的客观历史发展趋势
,

因而我们对预测成真充满信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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