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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中的所有事件都离不开时间概念 ,具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就可以增强我们研究成果的可

靠性。

依据时间的长短我们可以避免某种概念的混淆。国际格局是指大国力量分配和战略关系相对固

定不变的状态 ,两个世界格局间的不稳定时期称为过渡期。一战后 ,经过五年形成了持续了二十年左

右的华盛顿 - 凡尔赛体系。二战后 ,经过三年多形成并持续了四十多年的东西方两极格局。两个世

界格局之间的过渡时间一定短于格局的持续时间 ,否则过渡期就成了一种格局。有了过渡期短于格

局的概念 ,我们就不会得出冷战两极格局结束后的过渡期可能是几十年的说法。如果将下一个多极

格局到来之前的国际态势都说成是过渡期 ,那么冷战四十多年也可以理解为是向多极格局的过渡了。

依据时间的长短我们可以区别不同概念的解释作用。战略文化、国家实力、战略关系等都是国际

关系研究的对象。一个国家的战略文化变化所需时间要长于其国家实力变化 ,其国家实力变化又长

于其对外战略关系的变化。根据文化变化需要时间长的特点 ,我们可以知道欧美战略文化差异不可

能在冷战后的十几年内形成 ,因此也就不会将法德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原因归于欧美文化

差异。欧美文化差异存在上百年 ,但冷战时欧洲却保持了与美国稳定的战略合作。我们可以认为在

文化差异基础上是其他因素的变化引发了欧洲冷战后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 ,而不会认为是文化差异

本身所致。

依据时间的阶段我们可以检验不同时期国际政治特殊性。世界的不同时代 ,在时间上只能是分

离的或是相邻的 ,而不会是重叠的。这意味着两个相邻时代的最基本特征是不相同的。如果我们以

没有世界大战的危险作为当今时代的特征 ,那么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以及现在都属于同一时

代。因为 ,20 世纪 60 年代末美苏相互确保核威慑的态势形成之后 ,世界大战的危险就没了。也就是

说 ,冷战时期两极格局的世界政治跨越了两个时代 ,而冷战后世界政治仍处于冷战后 20 年以来的时

代。如果我们认为冷战后 ,世界政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那么这个时代的特征一定是冷战时期所没有

的。同理 ,以没有世界大战、世界科技不断发展以及世界经济高速发展为三个特点论证中国今后 20

年的机遇期 ,也忽视了时间概念 ,因为这三个特点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一直存在。

依据时间的先后我们可以识别因果解释的可靠性。时间的持续性决定了原因在前结果在后 ,因

此 ,将后发生因素作为先前事件原因的做法是没有解释力的。近年来有人将冷战后的东亚和平归因

于中美实力的相对均衡。即使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法能够将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国力提高到

可与美国相比的等级 ,但仍无法将 90 年代初中国的实力提高到这个等级。而冷战后的东亚地区和平

是始于 1991 年而不是 90 年代末。

依据时间的无限性我们需要限定预测的时间范围。在国际关系研究中 ,我们经常对国际形势的

变化进行预测。如果不限定时间范围就无法检验预测是否正确。冷战后有关多极化的讨论由于没有

限定时间 ,因此我们无法检验这个预测。时间是无限的 ,所以可以肯定世界格局总有可能在未来的某

一时刻形成多极 ,但这个多极格局可能是经历了一极或一超多强或两极等多个国际格局之后才出现。

如果不限定时间范围 ,多极化的预测就成了一个无法检验却总可能正确的预测了。

由此可见 ,具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将有助于国际问题的研究得出明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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