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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的国家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如何正确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

重要的研究内容。但是，就当前国际关系理论而言，虽然在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指引的同时，同样也蕴含着诸多危机，

尤其是全球性风险的增多，更是对国际关系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国际法作为支撑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有效发挥价值的保障，

加强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际法角色定位的理解，对重塑国际关系理论，化解潜在的危机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基于此，

本文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法角色定位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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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际关系理论自诞生以来，国际法一直就是重要的研

究内容。现阶段，众多的流派对国际法的演变与发展有着不

可忽视的重要影响。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国际法的角色定

位也在不断的发生着改变，深入了解与掌握国际关系理论中

国际法的角色定位，对进一步挖掘国际法背后蕴含的价值规

则，构建全新的国际关系，更好的适应国际社会变化至关重

要。国际法是维持国际秩序稳定安全的重要保障，其最大的

价值便在于通过相关规范对各个国家的行为进行引导。深入

了解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定位，有利于以国际法价值

理念为核心，构建全新的国际法体系，并维持国际关系稳定

和谐发展，从而更好的解决国际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潜在的

风险与危机。目前来说，现行的国际法虽然为国际关系稳定

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与保障，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发展态势下，对国际法实际价值的发挥

有着极大的影响。因此，加强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国际法

角色定位的研究，有利于重新构建国际法价值体系，进一步

促进国际关系和谐稳定发展。

1.	 国际关系理论

简单来说，国际关系就是超越单个主权国家的关系。国

际关系的界定相对较为复杂，需要从关系主体、维度、内涵

以及形态等方面综合考虑。在国际关系的界定中，主权国家

是最为重要与核心的关系主体，为国际关系的界定提供了必

要的标准，也就是超过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便是国际关系。

但是，国际关系中的主体并不仅仅只有主权国家，超国家、

次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也是重要的国际关系主体，如国际组

织、非政府组织等。国际关系主体的多样性，使得实际的国

际关系相对较为混乱，从而形成国家间关系与跨国关系等关

系维度。目前来说，现行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将主权国家

抽离，并将其作为最基本与最核心的行为主体，认为国家间

的关系具有决定性与主导性，并以此形成国际关系理论。而

在国家间关系与跨国关系之外，国际关系的另一维度便是领

域问题，如军事、经济以及文化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更

多的国际关系认知，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不

同的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侧重点不同，如现实主义更为关

注军事与安全，新自由主义主要以经济领域为主，而建构主

义则侧重于文化、观念等领域。因此，国际关系在内涵上而

言，又分为权利、制度与文化三个层面。国际关系主体、维

度与内涵的讨论，最为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对关系形态进行

预测，从而形成以冲突、合作、战争、和平等不同形态的国

际关系。关系形态体现的是关系主体的行为结果，主权国家

作为最核心的关系主体，在狭义上国际关系理论也被看成是

解释、指导与预测国家间行为的主要理论 [1]。

2.	 国际法

国际法是不同国家在国际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其

主要目的是为了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国际法是具有法律拘

束力原则、规则与制度的总体。实际上来说，国际法作为一

个概念相对传统，但是随着国际关系的不断发展，国际法也

正在发生着嬗变，其所蕴含的涵义与价值也随着时代发展逐

渐变化。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法的涵义、价值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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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的重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

中的国际法，也以由传统的欧洲列强之间的法律，逐渐演变

为事关全世界所有成员自身利益的法律体系，在国际关系的

发展与重建中起到的作用日益重要，是现阶段所有中小国家

以及坚持正义的人民用以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的重要

武器。但是就当代国际法实际效用而言，虽然起到了一定的

作用，然而国际霸权主义依然盛行，对国际法不断的进行践

踏，导致世界人民对国际法产生了较大的疑惑，对国际法的

威严与权威存在着质疑，影响了国际法的实施，同时也对国

际关系和谐稳定发展有着一定的阻碍。在这样的背景下，加

强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国际法角色定位的研究，对厘清国

际法认知，发挥国际法的实际价值，构建全新的国际法与国

际关系体系至关重要，有利于推动国际社会稳定、安全、有

序、和谐发展 [2]。

3.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法角色定位

3.1. 新自由主义视角下的国际法角色定位

新自由主义所推行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际法是维持

国际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尤其是在全球一体化趋势背

景下，国际间的各个领域合作成为主旋律，受新自由主义影

响的学者更是认为现实世界逐渐呈现国际关系稳定发展、合

作日益加深、和平与开放的乐观景象。随着和平民主、国际

制度论与跨国开放论等理念的盛行，新自由主义下的国际法

角色定位受到影响，其一贯坚持的世界法或跨国法得到进一

步强化，进而对法律全球化概念的出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如小阿曼所说“全球化过程可以是如臭氧枯竭、地球变暖、

生物多样性消减等造成超越国境问题的结果。这些全球化问

题的出现对超国家法律和全球化立法产生了影响”。法律全

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倡导的世界法或跨国法一脉相承，前者强

调经济领域与私政府的功能，后者则强调政治与世界政府的

威力，但是究其本质都是将国际法看成是超国家的，属于独

立于所有主权国家之外的立法过程，体现了“私主体”发展

态势，以淡化国家主权并将主权原则作为主要的攻击对象。

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学者则因为软权力的提出，对国

际法角色定位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冷战时期，东西方对抗的

根本在于军事、核威慑方面，主要是硬权利的体现，但是随

着东西方超级大国军事对抗的消失，经济文化等则成为全新

的国际关系竞争焦点，无形的权力在国际政治性质的变化中

作用更为突出。软权力的内容主要包括价值标准，主要以西

方国家的自由、民主与人权为代表；西方现行的市场经济制

度与体制；西方文明中宗教及文化的影响等。但是究其本质，

就是像全世界展示与推销美国的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

从而达成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目的，而实现这一目的最简单

直接的办法就是加速推动国际法角色转变，实现国际经济自

由化立法。实际上来看，由美国为主导制定的国际法无不体

现了美国国内规则的影子，对各国国际法角色定位有着深远

的影响。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下的国际法角色定位，主要

是为了推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自由市场体制，实施软权

力对世界各国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影响 [3]。

3.2. 新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国际法角色定位

对于受新现实主义影响的学者来说，国际关系的本质

仍是极的世界、冲突的世界，虽然与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不

同，主要以一极或多极格局为主。因此，新现实主义认为国

际关系中国家之间的冲突仍然存在，只是冲突背景及方式产

生了一定的变化。新现实主义下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全球化

是源于自由市场的扩张，其不但是现实反映，更是未来的发

展预测，传统的国际关系是强者消灭弱者，现阶段则是快者

为胜、慢者为败。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趋势下，国际关

系与和平与民主的关系也日益密切，这也是国际法角色定位

的重要发展趋势。在这样的理论影响下，部分学者认为全球

化呈现的形式更为多样化，如经济全球主义、军事全球主义、

环境全球主义、社会与文化全球主义等。综合而言，新现实

主义影响下的学者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调整与发展，对国际

法角色定位影响较大，转变了传统主义下国际法不受重视的

态度，对进一步发挥国际法作用有着较大的影响 [4]。

此外，地缘经济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受新现实主义影响较

为强烈。地缘经济学将主权国家视为国际关系的重要主体，

并以国际经济权利与经济安全为侧重点，认为国家之间的经

济竞争，都源自于利益的驱动，而国家利益则主要体现为就

业人口扩张、市场扩张以及产品创新方面。该学派认为，随

着世界经济进入地缘时代，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重大转变，

经济、社会、生态等问题的重要性远超军事及核威慑的重要

性。可以说，新现实主义下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将经济利益

与安全作为重要的关注领域，国际法的重建发展也主要以此

为主要方向，这是新现实主义下国际法角色定位，对国际经

济发展与合作，维持和谐稳定的国际关系意义重大。但是，

因为该学派主要以西方国家为首，因此在国际法角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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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虽然倡导通过经济实力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对于

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主导权不能旁落。在现阶段缺少

超国家立法机构的国际环境下，新现实主义下的国际法角色

定位仍是西方国家维持世界霸权与统治地位的重要武器。

4.	国际法的价值

4.1. 和平与发展

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国际法角色定位应充分发挥

其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价值。就和平而言，这是人类社会

主要的发展主题，以构建一种没有战争或其他矛盾冲突的社

会状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保障。国际法的实施，

首要的就是要以追求和平为起点，这是国际法最为重要的角

色定位。和平及时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也是人类生存的根

基。而若想发挥国际法蕴含的和平价值，就必须以更为开放

与包容的视野为基础，重构当代国际法价值体系。而发展则

是国际法继和平之外的另一基本价值。国际法在完善与优化

的过程中，要有效消除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消除各种不平

等的国际旧秩序。因此，世界各国需要树立正确的合作发展

理念，在面对各项冲突时，也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在正确处

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同时，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5]。

4.2. 公平与正义

所谓公平，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体在人格、机会、权利

等方面享受平等的对待之权。公平涉及的层面较多，如经济、

政治、法律等。在经济层面而言，资源分配要做到各得其所；

政治层面而言，则是要为人民群众提供制度保障；法律层面

则是在划分权利与义务时应当确保合理、合法与合规。公平

作为道德与法律价值，其潜藏的深层含义中就包括了正义，

正义也是公平的一种体现。国际法中的公平与正义，关注的

重点是个体主观的价值追求，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相对来说难

以进行有效界定与划分。为此，世界命运要由世界各国共同

掌握，并以国际法为载体由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制定国际规

则，如此才能构建相对和谐稳定、有利于全世界发展的国际

关系。

4.3. 民主与自由

民主与自由其实质是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体现的是西

方国家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该价值理念的提出与世界人

民追求自由与解放的价值观相吻合。但是从而该价值理念的

发展来看，绝对的民主与自由导致纯粹民主的出现，对国家

与社会的影响极其严重。在国际关系中，民主与自由不但反

对大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于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装

扮下的普世价值观同样也有着抵制作用。就现阶段国际法中

的民主与自由的实践来看，并没有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实现

真正的民主与自由，反而为其他国家带来了灾难、内乱与仇

恨。因此，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重新认知国际法角色定

位，赋予其全新的民主与自由含义势在必行。民主需要各个

国家的广泛参与，以协商的形式作为治理国际争端的主要方

法，以对话解决争端与分歧。而自由一方面是确保各个国家

享受平等的权利，二是任何国家都有选择自主发展道路的权

利。只有以更加开放与包容的姿态，才能平等对待不同文明

与制度的国家，促进世界各国稳定和谐发展。

总结：

国际法作为国际关系稳定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当代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角色定位实际上一直以来都受西方国家

的影响，以美国的自由霸权秩序对全世界进行支配与主导，

对国际关系稳定发展有着不利的影响。因此，为了更好的推

动国际关系稳定发展，真正的实现和平与发展，实现公平与

正义，追求民主与自由，就要对现行的国际法角色定位进行

转变，为国际法赋予全新的内涵，营造稳定和谐的局面，为

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 张萍 . 从主权国家到民族国家——国际关系理论研

究基点的再思考 [J]. 国际政治研究 ,2024,45(02):8+139-160.

[2] 张发林 . 国际关系理论的再界定：争论与创新 [J]. 复

旦国际关系评论 ,2023,(01):326-330.

[3] 李伯军 .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国际法的角色定位、

价值因应与制度供给 [J]. 国际法与比较法论丛 ,2022,(00):143-

174.

[4] 宋阳 , 顾思存 . 迈向多元共治 : 现代国际法治理体

系的构建逻辑 [J/OL].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24,(04):45-51[2024-08-03].

[5] 徐崇利 .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原理 [J]. 国

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 ,2020,9(00):1-57.

作者简介：

郭依凡（1996-01-11）女（汉族），山东高密，大学

本科学位，职称：初职助理工程师，研究方向：国际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