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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空间、可信承诺与霸权战争

——美国的和平崛起与德国崛起的困境

曹　李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中国上海　200240

摘　要：19 世纪后半期到 20 世纪初，美国在英国霸权下实现了和平崛起，而德国的发展却使得英德矛盾重重，最终双方

成为一战的主要对手。本文认为解释美国和平崛起和德国崛起困境的主要因素是崛起国崛起空间与霸权国利益空间的相容

性，当崛起国的崛起空间与霸权国的利益空间相容性更高时，可信承诺更容易在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达成，从而避免陷入

霸权争夺的战争；反之发生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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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崛起空间与霸权竞争

大国权力转移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国际关系现实

主义认为，当崛起国实力增长并威胁霸权国地位的时候，崛

起国和霸权国之间的关系就会由竞争走向冲突甚至战争，米

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认为大国的崛起之路注定

是一场悲剧，虽然许多研究都倾向于在大国权力转移过程中

战争是大概率的事件，但仍能找到大国和平崛起的例子：从

19 世纪后半期开始，美国在英国霸权下快速崛起，美英国

之间没有爆发直接的战争，相反同时期英德矛盾成为引发第

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本文所着重关注的问题是，在英

国的霸权下，为什么美国能够实现和平崛起，而德国的崛起

引发了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

这一问题已有一些相关的解释，包括地缘环境，文化因

素和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地缘环境的解释认为英美两国分处

欧美两大洲，大洋阻隔了英国对美影响，但是在 19 世纪后半

期，跨洋作战已不是难事，因此地缘环境的解释力有限。文

化因素的解释认为英美同源，通过认同的建构与变迁顺利实

现了美英权力的和平转移。[1] 文化因素解释面临的挑战是英

美的共同文化并没有阻止美国在独立时期英美的战争。从美

国国内政治因素认为，美国政府在崛起时期力量过于弱小，

难以有效动员国内力量对外扩张，[2] 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

19 世纪中后期美国的对外战略中政府作用。 不可否认，上述

因素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也都有一定的不足，本文试图

从另一角度来解释。本文关注的角度是崛起国崛起空间与霸

权国利益空间的相容性，并借助可信承诺这一机制解释为何

美国能实现和平崛起。本文将崛起空间定义为一国发展经济

需要的资源空间和市场空间，一国经济的发展需要足够的资

源来进行生产包括人口，土地，原材料，技术等，同时一国

经济的发展需要足够的市场空间来消化生产的产品以支持再

生产，当一个国家要崛起时，需要开拓足够的资源空间与市

场空间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当崛起国在崛起过程中所依

赖的资源空间与市场空间与霸权国所依赖的资源空间和市场

空间存在相容性即没有通过掠夺霸权国的资源与市场空间来

开拓本国的崛起空间时，霸权国对崛起国的威胁感知就更弱，

这时崛起国提供的不与霸权国争霸的承诺就更被信任，双方

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会更小；相反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大。

2. 美国的内向型经济与英美和平

美国经济在南北战争之后快速发展，内战结束使得美国

从分裂状态回归统一，南北战争解决了美国国内市场不统一

的问题，到 19 世纪末，美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庞大的铁路网，

它把美国的东南西北连成一个全国性巨大市场，极大刺激了

生产和消费。为美国经济快速发展提供资源和市场的另一重

要运动是西进运动，伴随着西进运动，大量的土地资源得以

被开发利用，1787 年颁布的《西北法令》法案激励下，俄亥

俄州，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相继成立，并且当地的种植

业、农业随着大量人口的涌入得到了快速发展。同时，西部“淘

金热”推动了西部采矿业的发展，还带动了交通运输的发展。[3]

美国通过战争和西进运动，为庞大国内市场规模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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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础，在 20 世纪早期庞大国内市场得以消耗美国新兴技

术产业的产能，为技术进步提供了稳定的市场规模，从而避

免陷入激烈的国际市场争夺的斗争中。美国内向型经济发展

的模式呈现出鲜明的特点，首先，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对外战

略更多的强调商业利益而非领土与安全议题，其次，由于没

有迫切向外殖民扩张的需求，美国的军事发展长期滞后于经

济发展，1865 年内战结束后美国的军费预算逐年缩减。

在美国快速崛起的过程中，美国和英国之间并非完全没

有矛盾与冲突，南北战争以后的英美纠纷都是采用仲裁方式

平息的。[4] 美国对英的仲裁外交有效缓解了英国对美国崛起

的担忧，为不挑战英国霸权提供了有效的可信承诺的机制。

3. 德国的外向型经济与英德矛盾

1871 年德国完成统一后成为欧洲大陆最具竞争力的国

家之一，统一为德国的发展提供了畅通的国内市场，德国经

济也因此快速发展，1871 年到 1890 年，德国的煤产量从占

英、德、法、奥、俄欧洲五大国的 20% 上升到 26%，钢产

量从 23% 上升到 30%[5]，这一时期虽然德国的经济快速发展，

崛起势头明显，但在这一时期德国面临的环境相对和平，与

英国的矛盾也未完全激化，德国国内提供的市场和资源空间

满足了德国发展和崛起的需要，德国的崛起空间与英国的利

益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仍然相容。俾斯麦认为继续推行殖民扩

张有损德国的全局利益，因而终止了大规模的殖民扩展。[6]

1890 年俾斯麦下台之后，德国的对外政策开始转变，

1897 年德国政府开始推行“世界政策”，集中精力拓展海外

战略空间，德国实施“世界政策”是德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

度的结果，与美国相比，其国内市场规模和可利用的资源是

十分有限的，当德国工业能力进一步提升，生产能力开始超

过国内需求时就不得不进一步寻求殖民地和市场，将对外拓

展作为主要政策目标。德国的军事力量开始快速发展，尤其

是海军军备的扩张，显著地增加了英国的危险感知与担忧 [7]

德国“世界政策”的核心战略是在世界范围内抢夺殖

民地与市场，并且建造一支规模庞大的海军，德国崛起所需

要的空间开始与英国的殖民地与市场重叠，特别是德国野心

勃勃的海军计划，使得英国对德国的挑战高度关注，英国与

德国的关系开始走向崛起国挑战，霸权国迎战的模式，可信

承诺的机制在英国与德国难以形成。

德国因国内市场规模和资源有限，当工业化程度发展到一

定规模，为了进一步推进德国崛起之路，德国开始对外寻求扩

张并制定了野心勃勃的海军扩张计划，其崛起空间与霸权国英

国的利益空间越来越重合，英国和德国的矛盾和冲突开始加深，

英国越来越难以相信德国的发展不会损害英国的核心利益，因

此针对德国的军事计划和外交遏制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战略目标。

4. 总结

美国南北战争的胜利和西进运动为美国崛起提供了广

阔的国内空间，减少了直接挑战英国核心利益的可能性，其

所依赖的崛起空间与英国的利益空间更具相容性，所以得以

在英国霸权下实现和平崛起；虽然德国在统一后依靠统一带

来的国内市场实现了近二十年的快速发展，这一时期德国崛

起的空间与美国类似主要依赖国内的资源与市场，因此得以

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崛起，但是国土空间和市场规模的限制

使得德国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不得不向外寻求崛起空

间，这使得德国崛起空间与英国利益空间的相容性越来越

低，利益冲突不断加剧，最终滑向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争中。

在当今中国强调和平崛起的时代，美国与德国的案例

仍能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一些启示，首先中国要重视发展国内

的市场规模，中国国土面积，人口和资源条件与美国类似，

具有内向型发展的潜力，因此中国的发展要建立在坚实的国

内经济规模的基础上；其次中国在保护海外利益的同时要避

免与美国核心利益的直接冲突与对抗，在争取发展空间之时

注重与其他大国利益的相容性，做到包容，互惠，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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