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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应聆听的警钟

王丽丽

　　摘　要　相互依存的时代使国家间关系日益紧密, 合作日益频繁, 但却未保证

国际合作的平等性。国家彼此相互依存以付出代价为前提, 而代价的差异性不可避

免地引起利益冲突。国力有限的发展中国家因其较大的依赖性在冲突中往往成为遭

受损失的一方。发达国家在利用相互依存的态势扩大自己的权力、制约发展中国家

的同时, 还高唱 “在相互依存中各国应通力合作”, 借此麻痹发展中国家, 使其放松

自己的权力与应得利益。这应引起发展中国家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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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处于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通讯

和交通的进步统一了这个星球。“这个世界在

经济、通讯、人类欲望等方面变得相互依存

了”。¹ 商品经济、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等因

素作用, 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打破了在经济上

自给自足、政治上闭关自守的状态, 并且使

全球的经济、政治相互依存达到了历史上从

未有过的高度。

各国通过在各个领域中的多方面合作,

都获得了很大收益, 许多问题的解决都是一

国力所不及的。但是相互依存的局面虽然创

造了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却并没有

保证国际合作的平等性。因为相互依存所引

发的利益冲突致使发达国家极力争取有利于

自己的地位, 而其自身的特点恰恰又能使发

达国家利用它作为权力的一个来源, 一方面

用以充分限制、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和行

动, 一方面又扩大自己的权限范围, 为自己

谋利。所以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合作

交往中应该透过西方国家倡导全球通力合作

的积极的一面, 看到他们只强调别人应采取

合作态度自己却不遗余力地攫取最大利益的

一面, 全面地认识和分析相互依存的合作行

为, 并制订出相应的策略。

一、相互依存必然

　　引起利益冲突

　　高度发展并日益深化的相互依存把各国

连在一起纳入它的体系, 使各国的安全, 尤

其是其经济财富必须依赖于其他国家, 使得

一国要做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别国的行

动和政策,这就提醒人们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恰如理想主义相互依存理论派们所提倡的:

“在对策上主张尽一切可能去追求并促成相

互依赖格局, 即使 牺牲国家主权也在所不

惜。”
º
但是, 由于民族国家仍是国际关系中

的基本角色, 相互依存在本质上又是利益上

的相互依存, 所以即便是政府和非官方组织

“都能从这种关系中获得大量收益,它们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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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力增加在这种交往活动的收益中他们自己

所能分享的部分。”
»
“正象每个孩子的父母

所知道的那样, 馅饼做得再大, 也不能解决

孩子们分多分少的争吵。”¼也就是说, 利益

的冲突并不会因为相互依存的局势及对国际

社会合作态度的认可就消亡了。

二、利益冲突源于

　　代价的差异性

　　为探究利益冲突存在的必然性, 有必要

先明确一点: 相互依存中的交往活动要付出

代价,“在双方都为相互影响和交往活动付出

代价 (虽然不必对等) 的场合, 都会有相互

依存。要是交往活动不会付出较大的代价, 那

仅仅是相互接触而已”。
½
由此, 付出代价的

大小与轻重就决定了一国对于相互依存所需

合作政策的态度: 付出代价少的一方必然积

极推行该合作计划, 以取得合作后的巨大收

益; 付出代价较多的一方会在同意该计划的

同时力求将其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 一旦某

国认为其代价大到自己不能或不愿承担的地

步, 就会采取不合作态度。

曾在国际贸易领域中起了非常重要作用

的关税贸易总协定, 共历经八次谈判, 每一

回合都因 “发达国家尤其美国、欧洲共同市

场和日本为了在协议中订入有利于自己的条

款, 在谈判中争吵不休、矛盾重重。”¾ 乌拉圭

回合竟打了长达八年的 “持久战”。从西欧共

同市场到今天的欧洲联盟, 西欧各国在经济

上一体化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 但是在其一

体化进程中, 各国也并不都是不加思考的赞

成并执行每一计划, 而总是把自己的国家利

益放在首位。法国一直要求 (并得到了) 对

自己的农业采取特殊保护政策, 英国在许多

领域都谋求特殊待遇。最值得一提的是英国

从 1996年 6月初“采取的针对欧盟的不合作

政策”, ¿因为英国一直在试图迫使其欧盟伙

伴解除对英国牛肉出口的禁令。欧盟的一位

委员评论其政策“完全是愚蠢之举”。这些例

子, 不难看出 “馅饼永远不够大”的烦恼。

三、相互依存——发达

　　国家权力的来源

　　合作各方付出代价的数量差别也影响了

各方在相互依存中政策的灵活性: 付出代价

少的一方, 可以利用相互依存关系作为一种

权力筹码, 对某一问题讨价还价, 甚至影响

其他问题; 付出代价大的一方则极易受制于

对方。因此, 如果把权力看作是控制手段, 或

是影响事情结果的潜在力量, 则相互依存可

以看作是权力的一个来源, 依赖较少的一方

被相互依存在无形中赋予了操纵对方的能

力。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将是这种权力来

源的拥有者。其中, 美国具有的增选力量大

于其他任何国家。在经济领域里, 作为相互

依存重要表现之一的各种国际组织机构, 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

等,“都倾向于体现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社会

和意识形态相同的自由的市场原则”。美国已

成功地为世界资本主义和许多国际组织的发

展创造一种制度化的政治框架。多国公司是

增选力量的又一源泉: 世界最大的跨国公司

有 40%把总部设在美国, 它们的经理们都持

美国护照, 能被美国法院传讯, 而且在战争

或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首先服从华盛顿的意

志。美国文化也是相当廉价和有效的软实力

资源, 这体现在产品和传播交流中。美国的

移民政策尤其取得了显著成果, 它作为科技

发达的国度对世界各国人才产生了吸引力,

越来越多的人在美国留学、生活。对于国际

关系影响最深的恐怕是某些在美国长大的人

回到本国掌握政权这一事实, 例如 1996年上

台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出生并成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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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直至成年, 试想一个国家的总理惯用美

国方式生活、思维、行事, 该国的政策走向

又该如何呢? 由此可见美国文化的影响范围

之大, 程度之深。

四、发展中国家

　　应提高警惕

　　由于历史的原因, 发展中国家无论在经

济、政治、军事还是科技领域, 力量都弱于

发达国家, 其简陋的基础设施、通讯设备、不

完善的社会体制、有限的财力都大大削弱了

整个国家综合国力, 使发展中国家在相互依

存中的敏感性及脆弱性都大于发达国家。于

是, 发展中国家将面临一种困难而危险的处

境: 一方面, 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日

益受到不在本国控制下的外部事件和政策变

动的影响; 另一方面, 本国对此影响所采取

相应政策时又不能完全自主, 不得不考虑可

能引起的对国外的影响。因此, 在相互依存

程度日益加深的趋势下, 发展中国家应在享

受相互依存带来的利益的同时, 尽力摆脱发

达国家强加于自身的限制, 致力于增强自己

的实力, 在平等的基础上达到互惠互利。

这就需要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与人民首先

认识到: 发达国家在合作的大背景下, 争夺

最大利益分配额的必然性。尽管相互依存的

时代需要人们都采取合作的态度, 但发达国

家在与发展中国家交往中并未恪守这一原

则,而是采取种种方式谋取自己的最大利益。

对此, 发展中国家不应姑息迁就, 而应联合

起来, 积极争取对自己有利的结果, 拒绝和

反对那种不平等的合作关系。只有这样, 才

能顺利地、快速地、全方位地发展综合国力,

真正地形成与发达国家公平竞争的局面, 在

相互依存的环境里, 维护本国的利益, 争取

长远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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