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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学习强者,效法先进国家的技术、制度和文化, 这不仅是人类社会理性的体

现,也是历史上持续出现的社会运动。德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 # 李斯特

( Friedrich L ist)在总结欧洲各国家和地区兴衰的历史经验时指出: /历史告诉我们,技

术和商业是会从这一个城市移转到另一个城市, 从这一个国家移转到另一个国家

的。0¹而实现这种国家之间的转移,其核心动力之一就是彼此之间的效仿 ( emulation)

行为。在国际政治中,在军事技术、军事制度和军事理念上效仿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

这是一国缓解自身安全压力经常采取的战略。这种国家之间的军事效仿行为也加速

了军事创新的扩散,从而成为推动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动力。在学习和效仿他国成功

经验的过程中,有些国家取得了成功,有些国家则以失败告终。那么,国家为什么会采

取军事效仿的战略? 为什么有的国家可以大幅且快速地进行效仿,而其他国家的军事

效仿则举步维艰? 国内精英集团的选择和国家制度能力对国家军事效仿的作用是什

么? 重新思考和解答这些问题对理解当今世界的安全形势和军事变迁有着重要意义。

一  对国家军事效仿行为的现有解释

军事效仿意指一个国家学习其他国家先进军事实践 (包括军事技术、军事制度和

军事理念 )的行为。军事效仿与普通的军事改革有所区别,效仿有明确的模仿对象,

并且在组织建制和实际做法上有学习强者的明显特征,而普通军事改革则没有明确的

学习对象。º在近代历史的大国角逐中, 各国无一例外都在相互效仿, 以保证国势兴

隆。从近代各国效仿法国的义务兵役制和普鲁士的总参谋部制度,到海湾战争后各国

效仿美国的先进军事技术、制度和理念, 军事效仿一直在国际体系的演进中扮演着不

可或缺的角色。然而,国家军事效仿行为是学术界长期忽视的一个领域,缺少系统的

论述和整理。近年来,随着学术的积累,逐渐出现了一些文章和著作,对这一问题的解

释做了进一步拓展。对于国家为什么进行军事效仿以及什么因素影响效仿的规模、速

度和程度,学术界对此主要有以下几类解释。

(一 )现实主义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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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第 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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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的解释始于肯尼思#华尔兹 (Kenneth N. W altz)的零散论述。华尔兹强

调,在国际体系中安全资源是匮乏的,各国处于竞争状态,国际体系中的竞争促使各国

调整自我,使之成为最强的国家, 外部的安全压力是国家效仿的根本动力。他认为,

/各国紧密共存, 一旦某一国家未能遵循成功的实践,便将使自身处于不利境地, 这一

切促进了国家间的趋同。0¹国际结构通过行为体的社会化 ( soc ia lization)和国家间竞

争两种方式约束和塑造国家行为, /彼此竞争的国家会效仿实力最强、最具智慧的国

家创造的军事革新0。º竞争压力和社会化的结果是各国之间的趋同效应。»也就是说,

军事竞争使得政治实体的类型和组织形式越来越相似。这种政治实体的趋同性一方

面表现在不适应竞争的实体逐渐被淘汰的过程上, 也体现在不同实体向先进实体的学

习过程上。¼

在华尔兹研究的基础之上, 有两个学者对这一议程做了进一步拓展。约奥# 勒森

德 - 桑托斯 ( JoÃo R esende- Santos)沿着华尔兹的思路, 进一步提出了五个核心论点:

军事效仿是对外部威胁做出的安全提升战略;效仿是制衡行为的一种形式;国家存在

于一个动态和竞争的国际体系;国家偏好于效仿已经被政治标准证明有效的国家;军

事效仿的时机、速度和程度随着国家外部安全竞争的烈度变化而变化。½ 从桑托斯的

论述来看,他基本认同华尔兹的观点,但在两点内容上有所拓展:一是阐明了国家的军

事效仿行为是内部制衡行为的手段之一;二是军事效仿的幅度与外部安全环境的烈度

成正比。科林# 埃尔曼 (Colin E lm an)用美国和苏联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装甲部队发

展的案例来检验新现实主义和组织模式的解释,他认为两个解释模式都只能部分解释

这两个案例,比较来看,现实主义的解释力更强一些。埃尔曼综合了两个解释模式,并

对其加以修正,他认为国家如何应对其他国家的军事实践, 主要依赖新的军事实践对

应对国的威胁和提供的机遇、国家对新实践掌握的信息质量以及战争的可能性和烈

度。¾

近年来,活跃的新古典现实主义也在试图解答这一问题。这些学者谋求整合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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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和单元层次的变量,构建一个国际 - 国内互动的模型。他们认为体系结构是其首

要变量,但结构压力通过国内变量来起作用,国内权力关系、战略领导层和利益集团等

对国家的军事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¹杰弗里 # 托利弗 ( Jeffrey Taliaferro)提出了一个

资源提取模型 ( resource- extraction model)。他认为, 国际体系的竞争本质刺激国家

效仿领先国家成功的政治、军事和技术实践,或者通过创新回应这些实践。国家能力

( state power)能够塑造国家追求的国内制衡战略的形态,并对外部安全压力、国家权

力与国家的效仿战略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做出了阐述。即使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安全

压力, 如果其资源提取能力和动员能力低下,军事效仿行为也是很困难的。º

综合华尔兹、桑托斯、埃尔曼和托利弗的观点,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一研究路径

注重外部威胁对国家军事效仿的根本性推动, 强调各国竞争和安全资源稀缺的重

要作用。尽管这一解释有其合理性, 但是, 它首先忽视了国内政治对国家行为的

影响, 也就是否认了国家具有自主性 ( autonomy), 忽视了国家能够独立自主决策,

并不完全受制于国际体系。其次, 这些学者忽视了国家社会结构的作用, 也忽视

了一些微观的因素, 例如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精英集团的变迁等, 新古典现实

主义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 但是仍然没有摆脱以外部威胁作为第一推动的藩篱。

最后, 新古典现实主义对国际结构和国内因素如何互动、国内因素如何过滤结构

压力等问题也没有深入探讨。

(二 )组织社会学的解释

组织社会学是从社会学的路径来研究组织、解释组织问题的学科。» 组织社会学

中的新制度学派旨在探讨为什么现代社会中的组织会越来越类似这一问题。针对社

会组织趋同性的问题,有些学者坚持社会学的路径,对这一趋势做出了解释。例如,约

翰 #迈耶 ( John W. Meyer)和布莱恩 # 罗恩 (Brian Rowan )从组织和环境的关系出

发,解释了美国各地教育制度为何存在趋同性的疑问。¼ 保罗# 迪玛乔 ( Paul J. DMi 2

aggio)和沃尔特 #鲍威尔 (W alter W. Powe ll)沿着这一思路, 探讨为何不同的组织会

采纳相似的组织模式,他们认为组织趋同主要是因为三个动力机制的存在, 即强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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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 0 The American Journa l of Sociology, Vo.l 83, No. 2, 1977, pp. 340 - 363.



趋同 ( coercive isomorphism )、模仿过程 (m imet ic processes)和规范压力 ( normative

pressures)。¹这些学术努力极大地推动了组织社会学中新制度学派的发展, 确立了解

释组织趋同的组织社会学路径。在国际关系学科中,有些学者坚持组织社会学的研究

路径,他们自我标榜为社会学制度主义,探讨规范如何在跨国组织内发展,如何在跨国

网络中扩散以及如何塑造国家发展军事实力。

达纳# 艾尔 (Dana P. E yre)和马克 #萨奇曼 (Mark C. Suchman)认为,武器扩散

并非因为各国在技术能力和国家安全需要之间的竞争,而是基于国内军队及其装备高

度象征性、规范性的本质, 也就是说, 国际文化规范对国家军事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

武器的扩散是由制度化的规范结构所驱使和塑造的, 各国为了合法性, 接受了国际文

化规范。他们认为, /并不是军队塑造了现代国家;相反, 是世界政治和社会体系塑造

了现代民族国家,国家进而建设了现代化的军事力量和获取现代化的武器设备。0º西

奥 #法雷尔 ( Theo Farrell)则认为, 世界文化和跨国界的规范能够塑造国家军事力量

建设的方式,其中传统战争的规范给军事组织提供了模板, 人道主义法律的标准定义

了军事行动中什么是符合道德的。» 这些研究谋求解释行为体在应对威胁时, 如何在

不违背规范、保证其合法性的前提下变更它们的军事实践。这就需要探究军事组织的

内部需求,探讨这些需求与维持合法性之间的关系。作为组织社会学的研究维度,这

些研究涉及了环境与组织之间如何互动的问题,也涉及组织如何变化的动力机制。但

如何界定规范,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同时,对世界文化规范的来源和变化问

题,艾尔和萨奇曼也没有给出很好的回答。¼

(三 )文化观念的解释

从文化、规范和认同的角度解释国家的军事实践,往往强调国内的政治文化、国家

身份、意识形态和民族传统对借鉴先进军事实践和理念的推动或阻碍。有学者认为,

精英集团的文化宽容是核心变量,文化和意识形态是否正统会影响扩散和效仿的规

模、速度和程度, 扩散、创新和效仿的成功需要精英集团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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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Journa l of Interna tiona l Rela tions, Vo.l 7, No. 1, 2001, pp. 63 - 102; Theo Farrel,l / W orld Cu ltu re and

M ilitary Power, 0 Secu ri ty Stud ies, Vo.l 14, N o. 3, 2005, pp. 448-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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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更需要在科学、技术和政治知识上开放宽容。¹ 从社会文化的维度来看, 军事领域

如今已经是检验政治共同体身份的战场。有学者在研究军事人力政策时发现,从国家

认同的角度更能解释军队何时采用更为自由的人力政策。º也有学者针对国家之间为

何出现 /军事趋同 (m ilitary isomorphism )0现象, 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提出了 /安全假想

( security im aginary) 0的概念加以解释。»综合以上几个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这

些解释多以文化宽容和规范认同作为核心变量,但这些概念非常模糊、不明确,如何使

得核心概念能够明确化、具体化和操作化,这是其必须解决的问题。

(四 )外交政策制定的解释

也有学者从外交政策制定的路径,谋求建构一种外交政策模式, 以图解释国家的

效仿行为。该模式以国家偏好 ( pre ference)为因变量, 坚持从国家层次上寻求解释。

这一路径认为,大众很少参与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因此对国家的效仿行为影响很

小,而精英参与外交政策制定和执行, 因而更容易汲取经验教训, 学习他国的成功行

为。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成功或者失败是其效仿与否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只有遇到自

我失败,并且政策选择是多元的时候,外交政策偏好才会发生变化, 国家才可能效仿,

其因果关系为:失败y 复杂的选择y 选定成功的模型y 模仿 y偏好。¼

另外,有些学者则遵从组织过程模式, 探讨军事组织对国家安全政策的影响。该

模式认为,政策是组织的输出。½所以, 国家的军事实践取决于军事组织如何制定和执

行政策,职业军事机构总是在努力推动实现自我的组织使命,寻求最大的自主权和最

小的不确定性。¾该模式有两种不同的分析路径:一条侧重分析军事行为体的偏好,另

一条关注多个军事行为体之间的授权与争权。¿第一条路径关注的是军事组织如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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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gn P olicy in Ru ssia and Ukra ine, New York: Palgrave Macm illan, 2005, pp. 37- 39.

G raham T. A l lison, / Conceptual Mod el and the Cuban M issile Cris is, 0 The American P olitica l Science

Review, Vo.l 63, No. 3, 1969, p.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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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组织政策的连续性和自主性, 如何实现组织利益的最大化。例如, 斯蒂芬 # 罗森

( Stephen Peter Rosen)对军事部门不同偏好对安全政策影响的研究; ¹江忆恩 (A lastair

Ia in Johnston)对战略文化对国家行为影响的论述。º第二条路径关注的是各个不同部

门之间利益和主张的纷争。例如,有学者关注文官决策者对军队作用的信念和军队的

组织文化对国内军事实践的影响; »有学者则注重探讨文官对军队的作用。¼但这一分

析模式也有其局限:首先,军事组织在更大程度上仅仅是作为一个政策执行部门,因为

外交政策事关国家利益和生死存亡, 所以一般由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做最后裁决。其

次,该模式往往夸大组织偏好和组织文化的影响。½最后, 军事决策是诸多组织部门综

合博弈的结果,国家作为一个利益繁集团多的政治系统, 仅仅分析其军事组织并不能

窥得全貌。

二  新精英集团、制度能力与军事效仿

军事效仿是国际体系中国家之间竞争互动的一种形式,国家为何效仿、如何效仿

以及效仿程度为何不一? 其原因复杂多样, 这就要求我们在建构理论时简化解释模

式,剔除一些因素。那么, 国家效仿的产生机制和因果关系是什么? 国内精英和国家

制度如何影响军事效仿行为? 根据文献综述我们可以得知,研究路径的不同造成了各

种观点之间的分野。本文将从国内政治的研究路径出发,以解释国家军事效仿的差异

性。国际体系的外部压力如何在国家层面发挥作用? 从精英集团和国家制度的层面

寻求答案是一条可以尝试的研究路径。这是因为, 国际压力如何作用于一个国家,这

既取决于该国内部精英集团如何做出反应,也取决于国家制度如何约束这些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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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精英集团与军事效仿

自古以来,一切政治都是精英政治。正如哈罗德# 拉斯韦尔 (H arold D. Lasswell)

指出的, /政治研究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0¹在一个政治体系中身处高位的、居

于金字塔顶端的精英人物总是相对少数的,但其在价值分配中却获益最多。现代精英

主义理论关注的是社会组织中的精英集团对社会结构和现代民主政治的影响。对这

些精英主义者来说,任何社会和组织必然分为精英和普通民众,政治就是少数精英分

子的统治。º 在社会和政治组织中的精英, 在民主程序中总会代表一定普通民众的利

益,以获取他们的支持,但 /任何精英都以共同命运的象征作为旗号来为自己辩护和

维护自己的利益 0, »所以他们会努力维护组织的利益,推动有利于自我的政策。

外交政策作为国家政策的一种, 主要由精英集团制定和执行。有学者通过实证研

究发现,政府领导人的六种特征影响到外交政策的偏好。¼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尽

管公共外交逐渐兴起,但是外交政策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少数政治

精英控制。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国家权力和财富控制在极少数人手中, 外交政策也由

少数政府官员和军方领导人控制, 特别是他们在安全政策领域,军工复合体 (m ilitary

- industrial complex)的作用不容小觑。精英主导、集团控制成为美国政治的典型特

色,也成为美国行为的根源之一。½精英集团如何作用于外交政策的制定,特别是国内

政治精英和军事部门的精英如何互动,共同影响国家的安全政策, 这需要学术界进一

步深入探讨。

一国是否会进行军事效仿,这是国家安全战略层面上的抉择, 大多由国家最高领

导层决定。一个国家的军事效仿事关国家的战略走向和安全利益,其决策者只能是国

家的最高领导人,但是军事效仿的推动者一般有两大类:一是军事部门的领导者,二是

国家政策的决策者。在现实中,军事决策往往来自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的共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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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译: 5民主的嘲讽 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1年版; [美 ]威廉 # 多姆霍夫著,吕鹏、闻翔译: 5谁统治美国:

权力、政治和社会变迁 6 (第五版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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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garet G. H ermann, / Exp lain ing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U sing the Person al Ch 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L eaders, 0 Interna tiona l Stud ies Quarterly, V o.l 24, No. 1, 1980, pp. 7-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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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包含着繁杂的利益关系。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任何一项社会运动和

政治改革背后都隐藏着复杂多变的因果关系, 精英集团支持或者反对效仿的动机更是

复杂多样,国家的军事效仿战略同样如此。基于此,本文提出的第一个命题是:一国是

否采纳军事效仿的战略,不仅取决于外部安全压力,而且也取决于内部统治的压力,面

对外部压力和内部危机,精英集团的选择决定了国家是否效仿、如何效仿。也就是说,

在一定的外部安全压力和内部统治危机下, 如果一国国内精英集团意识到威胁, 并推

动军事效仿战略,国家才会执行效仿的战略。

精英集团还可以影响到国家军事效仿的规模、速度和程度,因此,我们可以提出第

二个命题:新精英集团的实力与军事效仿的规模、速度和程度成正比,新精英集团的实

力越强,效仿的规模、速度和程度越大;反之亦然。军事效仿意味着一个国家将扬弃原

有的军事技术、军事制度和军事理念。由于国内精英集团并非铁板一块, 利益、观念、

地位的不同造成了立场的不同,精英集团往往分裂为支持效仿先进军事技术、制度和

理念的新精英与反对效仿的旧精英。一国军事改革的过程就是本国墨守成规的旧精

英集团向勇于革新的新精英集团转换的过程。有学者在研究现代化时指出,政治现代

化的领袖有原来执政的领导者和对传统领袖不满的精英两个基本来源。¹前者的改革

往往摧毁原来领导者自身的基础,往往最终难以维持, 后一种改革则比较彻底。具体

来说,新精英的力量影响军事效仿的效果主要取决于新精英和旧精英的力量对比与新

精英之间的凝聚力 ( cohesion)。

第一,新精英与旧精英的力量对比与军事效仿行为。有学者指出, 国家的学习行

为经常被情绪和权力的变数阻塞或者扭曲。º旧精英往往缺乏进取精神, 缺乏积极的

勇气。维尔弗雷多# 帕累托 (V ilfredo Pareto)在探讨旧精英和新精英之间的对比时指

出, /新精英充满活力和朝气,旧精英则疲惫不堪0。» 作为原有利益的维护者,旧精英

势必会阻碍国家军事效仿的战略。新精英的主导地位不仅仅体现在新精英数量上的

优势,更体现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新精英如果谋求推动国家效法先进国家的军

事实践,就必须在总体力量上压倒旧精英,控制国家政权,排除旧精英的阻碍。从历史

上来看,新旧精英力量之间的对比对军事效仿结果的影响非常明显。例如, 晚清中国

的洋务运动主要由地方督抚推动,新精英与旧精英对比处于劣势, 执行军事效仿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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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步履维艰;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其新精英占据了绝对优势,军事效仿政策执行的阻

力较小。

第二,新精英凝聚力与军事效仿行为。在国内政治中, 必然存在权力和利益的斗

争,加之价值观念、信息掌握、个人秉性等的不同,精英在维护国家利益、执行国家战略

决策的时候也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新精英凝聚力关注的是政府内部新精英集团

被派别分割的程度。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 新精英的组织化程度。精英集团内

部存在利益和观念冲突在所难免,但如果精英的组织化程度很高, 则有助于提升精英

凝聚力。在现代国家中,精英的组织化主要通过政党来实现。如果一国内部的新精英

能够通过特定的制度形式有力地组织起来,则可以加强推动军事效仿的能力。其二,

新精英的价值观念冲突程度。如果新精英内部的价值冲突难以控制,则直接造成新精

英集团的内耗,其结果是阻碍推动国家军事效仿的战略, 加之旧精英集团的阻碍作用,

效仿则很难取得成效。

(二 )国家制度能力与军事效仿

在国际政治领域,从国内政治制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路径是自古有之。国家制度

的作用在于它可以汇总国际体系的信息和国内政治的要求,在制度层面进行整合,制

定相应的外交政策。同时,国家制度能够塑造国内的社会结构, 引导国家的走向。国

家制度是国际体系和国内社会信息汇集和处理的中枢,在国家外交政策制定和执行中

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国家的军事效仿战略也会受到国家制度的束缚。因此,国家的

学习行为不仅需要个人的努力, 更需要国家提供制度基础和文化氛围。º 从世界近代

史来看,军事效仿的关键在于建立与最新军事技术、军事制度、军事理念相容的国家制

度。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制度越先进,军事效仿效果就越显著。国家制度若要发

挥有效作用,其必须建立在特定的社会结构和历史基础之上。由此可以提出本文的第

三个命题:国家制度能力 ( inst itution capac ity)与军事效仿战略的程度成正比。制度能

力意指制度对国家的治理和服务能力,它包含两个部分的内容:在横向上是制度的规

范能力,在纵向上则是制度的汲取能力。»

制度的规范能力越强,国家军事效仿战略的效果越明显,这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

因:首先,良好的制度能够塑造稳定的国内秩序,这关系到它能否为国家的军事效仿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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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提供外部保障。从根本上来说,国家制度的研究就是关注制度如何塑造秩序。良好

的制度规范能够确保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 繁多的部门运转能够维持最佳状态, 以服

务于国家的军事效仿战略。其次,良好的制度可以促进国家发展, 为军事效仿提供经

济基础。弗朗西斯# 福山 ( Franc is Fukuyam a)认为,国家弱化的问题核心是国家制度

能力问题,因此需要从制度的供给入手,研究哪些制度对经济发展重要。¹对于何种制

度促经济发展,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作为制度基础的财产权利结构对国家的发展有着

重要的意义。也有学者认为,保证清晰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的政府是国

家发展繁荣的关键。º加之旧制度主义对法律的强调, 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强调法律还

是强调产权,良好的制度对于一国的国家兴盛至关重要。再次,军民关系 ( civil- m ilitary

re lations)会影响军事效仿的连续性。军队建设对一国的国家建设、国家认同整合有着重

要的作用。»国家采取何种军事战略,军事部门和国家最高决策层的作用都不可忽视。

/只要存在着国家,存在着由于社会分化带来的政治角色及政治目标的分离,就存在着军

人干政的可能性。0¼军政府在其中的地位特殊,尽管具有较强的国家强制力,但是军政

府 /强大的暴力机器也不足以证明政治权力或者政治力量的同等强大 0。½由于军政府大

多通过政变上台,缺少政治连续性,因而即使采取军事效仿战略,也往往缺少长久的国家

支持。所以,文官部门和军事部门的职责必须以制度的形式加以明确,这样才能兼顾效

率和连续性的体制,保证军事效仿免受干扰。最后,良好的制度规范能力有利于军事组

织重组的成功。军事组织不仅仅是具体的军事组织,它还与广泛的社会模式和实践交互

作用。¾军事组织的重组需要国家制度提供强大的支持。

制度汲取能力越强,国家军事效仿战略的效果也会越明显。 /国家汲取能力是指

政府从社会获取财政资源的渗透能力, 它是国家制度建设的首要任务。0¿ 制度汲取

能力对军事效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强大的制度汲取能力能够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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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ant ine P. Danopoulos, et a.l , eds. , Civil- military Relations, N ation - bu ild ing, and N ational Ident i2

ty: Comparative P erspectives, W estport: Praeger Pub lisher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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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罗伯特# 杰克曼著,欧阳景根译: 5不需要暴力的权力: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力 6,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第 49页。

Jeremy Black, / M ilitary Organ isat ions and M ilitary Change in H istorical Perspective, 0 The Journa l of M il i2

tary H istory, Vo.l 62, N o. 4, 1998, pp. 871- 872.

王绍光: 5国家汲取能力的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经验 6,载 5中国社会科学 6, 2002年第 1期,

第 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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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事效仿战略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证。在一些学者看来, /忠诚且有技能的官员与

丰厚的财政资源是国家有效追求各类目标的基础。0¹也有学者认为,如果国家缺少或

者维持很低的汲取和动员, 同时面临着严峻的安全威胁, 国家将很难实施效仿的战

略。º晚清时期,中国国民财富在世界仍位居前列, 但由于汲取能力很弱, 政府的收入

从来没有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 4% ,所以国家权力一直比较弱。»历史经验告诉

我们, 如果没有强大的制度汲取能力为其提供充沛的物质支持,军事效仿很难顺利运

转。其二,汲取能力强同时意味着政策贯彻能力强。制度的汲取能力关系到一个国家

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强国家 ( strong state)往往在配置资源、贯彻国

家外交政策等方面的能力比较强。¼ 甚至有学者认为, 国家的兴衰受到国家资源提取

和配置的重要影响。½但是,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 必须适当处理,过度集权和过度分

权都对国家的发展不利。¾国家汲取财政资源一般通过征税来实现, 强有力的税收制

度和财政制度必然促使国家制度和社会高度组织起来,从而形成了现代社会强有力的

制度机器,而一个国家如若启动军事效仿的战略,没有这些制度的支撑是难以维持的。

(三 )精英与国家制度能力

国家的军事效仿战略, 不仅需要精英集团团结一致, 对外部威胁做出评估,并对新

问题和新情况迅速做出反应,制定相应的对策,而且还必须同时调整国家制度,以适应

新的军事制度和理念,为军事效仿的全面开展提供制度基础。根据上文的分析, 精英

集团和国家制度能力制约和塑造一国军事效仿的战略, 在安全压力相近的情势下,由

于每个国家的制度能力和新精英集团力量强弱不一,所以其军事效仿的成效也会有所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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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达 # 斯考克波: 5找回国家:当前研究的战略分析 6,载 [美 ]彼得 # 埃文斯等编,方力维等译: 5找回国

家 6,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2009年版,第 21页。

Jeffrey W. Tal iaferro, / State Bu ild ing for Fu ture Wars: N eoclassical Real ism and th e R esource- E xtrac2

tive State, 0 p. 467.

Dw igh t H. Perk in s, / Governmen t as an Obstacle to Indu strializat ion: Th e Case of N ineteen th - Century

Ch ina, 0 The Jou rnal of E conomic H istory, Vo.l 27, N o. 4, 1967, pp. 478- 492, 转引自王绍光: 5国家汲取能力

的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经验 6,载 5中国社会科学 6, 2002年第 1期,第 78页。

通过探讨国家强弱来研究国家行为的一些文献可参见 Thomas J. Christensen, Usefu l Adversaries: Grand

Stra tegy, D omestic Mobiliza tion, and Sino - American Conflict, 1947 - 1958, Princeton: Prin ceton U n ivers ity P ress,

1996; Fareed Zakaria, F rom Wea lth to P ower: The Unusua l O rigins of American. s World Role, Princeton: Prince2

ton U n ivers ity P ress, 1998; Aaron L. Friedberg, In the Shadow of th e Ga rrison Sta te: America. s An ti - Statism

and Its Cold War Grand Stra tegy, Princeton: Prin ceton U nivers ity Press, 2000。

Marc V. Simon and H arvey Starr, / E xtract ion, A llocat ion, and the R ise and Decline of States: A Simu2

lat ion Analysis of Two- L evel Security Managemen t, 0 The Jou rnal of Conflict Resolu tion, Vo.l 40, No. 2, 1996,

pp. 272 - 297.

对集权分权对国家兴衰影响的探讨,参见薄贵利: 5集权分权与国家兴衰 6,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不同,具体来说有四种状况 (见表 1)。新精英集团的力量和国家制度能力都有很大的

独立性,并不完全取决于彼此,它们互相塑造的能力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但是,为了更

好地理解这两者对军事效仿的影响, 还有必要探讨精英集团与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

厘清精英如何影响国家制度与国家制度如何塑造新精英, 以便对这两个变量进行控

制。那么,国家制度如何影响精英呢?

表 1 国家制度能力与新精英力量对军事效仿的影响

军事效仿的程度 国家制度能力强 国家制度能力弱

新精英力量强 很强 较强

新精英力量弱 较强 很弱

一方面,国家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精英实现目标的能力。制度一旦形

成,就会千方百计维持自我的存在。有学者就指出,军事变革可能被组织程序干扰、滞

阻或延时,从而减少个体运用知识和分析完成任务的能力。¹也就是说, 在社会结构基

础之上的国家制度中,新精英个体或者集团的行为不是随意而为的。制度的特征就是

必须对个人行为产生影响。º如果制度设计合理,则会激发新精英的创造力,有力促进

军事效仿的进程。

另一方面,国家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新精英。制度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对

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和选择,以服务于组织的使命。也就是说,必须有一种制度性的存

储和程序来影响组织中的新旧成员。»具体到军事效仿的过程,国家制度必须以培养

一批支持这一行为的精英为己任。精英对制度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制度的运转必须

依靠精英的支撑。国家实施军事效仿战略, 新精英重新建构军事制度, 同时开展国家

制度能力建设,集中建设公共行政体系。¼而旧精英则极力维护旧制度的生存, 反对新

制度的建立,以维持原有的地位和利益。由此观之,国家制度和精英集团之间是相互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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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D. Mandeles,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Pa st and P resen t: H istoric Lessons for the 21 st Cen tury, West2

port: Praeger Security In tern at ion a,l 2007, p. 13.

[美 ]盖伊 #比特斯: 5制度主义:新与旧 6,载薛晓源、陈家刚主编: 5全球化与新制度主义 6,北京: 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第 86页。

Joseph S. Nye, Jr. , / Nuclear Learn ing and U. S. - Soviet Security R egimes, 0 p. 381.

福山认为,在制度能力的各要素中,公共行政最易于系统化和移植,参见 [美 ]弗朗西斯 # 福山: 5国家建

构: 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 6,第 81页。



 2010年第 9期

作用、彼此塑造的关系,两者相互影响的同时, 也影响着国家的军事效仿战略。¹

根据这两个变量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上, 在国家重建的各种战略中, 以军

事效仿推动国家制度变革的努力效果不佳,而以国家改革塑造军事的努力效果相对明

显,这从法国在普法战争后的国家重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重建、中国的洋务运

动、日本的明治维新等历史事件中都能得到验证。在成功的军事效仿实践中, 往往是

由一些充满了进取精神的官僚精英控制国家政治体系,并且摧毁或重组以往的社会统

治集团,重新建构国家制度。国家政治系统作为一个复杂的体系, 单一部门的变革往

往很难相容于原有的制度体系, 所以大多夭折。而具有革命性的政治体系变革则可一

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这种革命性的变革可能是通过暴力手段实现, 也可能是通过

主导精英有规划的改革实现。

三  案例研究: 19世纪前期奥斯曼土耳其和普鲁士的比较

本部分将以奥斯曼土耳其和普鲁士为案例,具体分析精英集团和国家制度能力对

军事效仿行为的影响,以验证本文的观点。之所以选择这一案例, 笔者主要是基于两

方面的考虑:一是可比性, 奥斯曼土耳其和普鲁士两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都有显著的

军事效仿行为,并且其历史时期相近,同样受到法国大革命中军事革新的冲击,符合本

文的研究问题。二是可检验性, 由于普鲁士的效仿效果很明显,在三次统一战争之后,

其军事模式冲击了整个世界,成为各国争相效法的榜样, 而奥斯曼土耳其则国势衰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完全瓦解。

(一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冲击

法国大革命作为影响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 引起了欧洲国际关系的巨大变迁。º

一方面,法国大革命秉持自由、民主、博爱的旗帜,以建立民主政府为己任,冲击着旧欧

洲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 法国军事实践的成功冲击着欧洲各国原有的军事组织和军

事理念,正如七年战争对法国军事实践的冲击一样,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迫使各国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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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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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ford Un iversity Press, 1994。



进行军事改革。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对世界军事实践的冲击主要体现在战争方

式、军事组织和民族主义三个方面。

首先,战争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从腓特烈大帝到拿破仑,战争的指挥艺术逐渐进

步,冲击着原有的战争方式。º拿破仑花费了四年多的时间改组军队,重新审查和改进

他的作战体系,精心制定战略原则和战术原则。»在拿破仑战争中,火炮的作用日益凸

显,机动性高的骑兵也成为各国倚重的重要兵种。¼与此同时,军事技术的进步也飞速

前进,新的武器装备不断出现,这使得战争在微观层次上的方式、范围和强度等方面也

有所变化。

其次,法国军事组织创新,兵役制出现重大变革。法国大革命以前,欧洲国家军队

中的军官由贵族担任,军队与社会隔绝。法国大革命中, 由于持续的外部压力和内部

政治改革使然,军事组织也发生了重大的变迁,预备役制度开始形成,志愿兵制度也逐

渐建立,普遍征兵制开始创设。½从根本上, 以往战争和军事事务仅仅是国王或者政府

的私事,与普通民众关系不大, 法国大革命以后,则成为与普通民众密切相关的事务。

军队内的平等为军人发挥个人才干提供了充分的机会, 由此重塑了军事组织与国家、

政府、公民之间的关系。

最后, 民族主义兴起,冲击着国家的组织形式。拿破仑战争唤醒了欧洲人民

的民族认同 ,民族主义的兴起成为近代民族国家体系形成和成熟的重要标志。民

族主义的出现,加剧了各国之间竞争和战争的烈度, 增强了各国动员资源和兵源

的能力, 改变了国家动员的制度体系。¾民族主义从而成为国家增强自身实力、赢

得战争的利器。

(二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军事效仿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作为一个地跨亚、欧、非三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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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对欧洲军事实践影响的探讨, 参见 H art L iddel,l The Ghost of N apoleon,

New H aven, C. T. : Yale Un iversity Press, 1933; A lexand er G rab, N apoleon and th e Tran sforma tion of E urope,

New York: Palgrave Macm illan, 2003。

具体论述参见 C lau s Telp, The E volu tion of Opera tiona l Art, 1749 - 1813: F rom Fred erick the Great to

N apoleon, London and New York: Frank Cass, 2005, chapter 2。

[法 ]乔治 #勒费弗尔著,河北师大外语系 5拿破仑时代6翻译组译,端木正校: 5拿破仑时代 6, 北京:商务

印书馆 1985年版,第 197页。

对骑兵在拿破仑战争中作用的介绍,参见 D igby Sm ith, Charg e! Grea t Cava lry Charg es of the N apoleonic

Wa rs, London: G reenh ill Book s, 2003。

具体论述参见 Thomas H ippler, Citizen s, Sold iers and N ationa l Armies: M ilita ry Service in Fran ce and

Germany, 1789 - 1830, New York: Rou tledge, 2008, chapter 3。

对此的精彩分析, 参见 Barry R. Posen, / N ation alism, the Mass A rmy, and M ilitary Power, 0 In ter2

na tion al Securi ty, V o.l 18, N o. 2, 1 99 3, pp. 8 0- 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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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洲的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自崛起之时就与欧洲有着复杂的关系。然而, 近代以

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逐渐衰落而陷入危机,不断受到西方大国的侵略与打压,唯靠效

法以追赶西方。早在 18世纪,随着国际局势的变迁和其国势日益式微, 奥斯曼帝国谋

求加强中央集权,进行军事效仿,但是未能扭转颓势。¹ 19世纪前后, 对风雨飘摇的奥

斯曼土耳其帝国来说,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平等、政教分离和民族独立等理念对它的冲

击尤为强烈。在外部安全上, 1783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1787年土耳其对俄奥战争

爆发、1789年法国军队在亚历山大港登陆以及随后侵占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区等事件

使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面临着严峻的威胁。在内部统治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军官穆

罕默德 # 阿里 (Muhammad A li)在 1905年攫取了权力, 控制了埃及, 并从事独立运

动。º加之塞尔维亚人的叛变、希腊的独立运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陷入了空前

的危机。

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 奥斯曼帝国被迫进行军事效仿,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制度。

1789- 1807年,新苏丹塞利姆三世 ( Se lim III)趁着欧洲慌乱的时机, 大刀阔斧地对军

队进行革新。这些改革以法国为蓝本,依仗法国政府的帮助, 聘请法国的教官和老师。

尽管由于在 1798- 1802年的法土战争中两国兵戎相见而中断,但是随后恢复并增强。

在军事上,学习法国的军事技术、军事训练技巧和组织形式, 建立新式军队和新式学

校,在军队中推行 /新秩序 (N izam- I Ced id)0,谋求根除旧军队中的裙带政治、贪污腐

败和低能低效。»在海军建设上, 塞利姆三世重建了对俄奥战争中被摧毁的海军, 学习

西方国家的舰艇制造技术, 并勇于创新。¼ 在政治上, 效仿欧洲设立外交部等机构,建

立邮政制度,颁布总督官制和财政税收的新制度,设立财政局,强制对特定商品收税以

筹措经费。½但是由于改革损害了总法典官和近卫兵团的利益,激起了顽固派的反对

和叛乱。塞利姆三世于 1807年退位, 随后新军被解散,奥斯曼帝国的军事效仿夭折。

塞利姆三世退位以后,奥斯曼帝国经历了几次反复, 但是推动改革的力量却更加

成熟。奥斯曼苏丹迈哈默德二世 (M ahmu t II)着手恢复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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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特权。 1826年, 迈哈默德二世颁布成立新军的诏书,但仍然保留近卫兵团, 实际

上恢复了塞利姆三世的 /新秩序0,这得到了总法典官和一些近卫兵团中的某些高级

军官的支持,但此举引起了近卫兵的强烈反弹,并引发了兵变,迈哈默德二世镇压了兵

变,并宣布解散近卫兵团,扫清了改革的最大障碍, 于是苏丹重新开启了军事效仿的序

幕。¹迈哈默德二世在军事上制定了建立新军的组织条例,获得英国和普鲁士的帮助,

组织新式军队,设立军事学校,选派留学生,培养新式军官。在政治上, 加强中央集权,

谋求使苏丹权力成为帝国的唯一权力来源。同时加强政府机构改革,把总法典官等旧

政治势力整合进政府,加强官僚的改革和现代化,以此推动国内社会的现代化。º 加强

文官建设和外交系统改革,废除地方的封建采邑制, 为军事效仿创造条件。在社会文

化方面,进行语言、服饰、交通等方面的改革,全面冲击帝国的旧有力量。到 1839年,

迈哈默德二世逝世,继任的苏丹继续执行迈哈默德二世的改革措施, 奥斯曼帝国的改

革得以继续推进。但由于帝国内部阻力重重, 军事效仿步履蹒跚, 军事效仿的成效仍

然无法阻止帝国国势衰颓的趋势,奥斯曼帝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也无法自我保全。

(三 )普鲁士的军事效仿行为

19世纪初期,普鲁士军队在拿破仑战争中一败涂地,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加

之国内问题丛生,普鲁士的统治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然而, 面临这些危机,普鲁士统

治者深知最大的威胁不仅来自法国, 而且来自国内下层的革命运动,是故师学法国,全

面推动政治、军事和社会改革, 并且进行了诸多比法国更彻底的创新。»

在格尔哈德 #冯 #沙恩霍斯特 (Gerhard van Scharnhorst)、奥古斯特 # 奈哈特 #

冯 # 格耐森瑙 ( August Ne idhardt von Gneisenau)、卡尔 # 冯 # 施泰因 (Karl von

Ste in)、卡尔# 冯 # 哈登伯格 (Karl von H ardenberg)和卡尔 # 冯 # 克劳塞维茨 (Karl

Von Clausew itz)等人的推动下,普鲁士的政治军事改革逐渐深入开展。 1807年, 普鲁

士国王威廉三世 ( Frederick W illiam III)授命沙恩霍斯特进行军事改革,并主持军事改

组委员会,施泰因则被任命为国务大臣。军事改组委员会次年颁布法令,专业才能从

此成为军中唯一的标准。¼这一改革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废弃了原先等级社会的军事

制度,军官全面向中产阶级开放,因而年轻的军官更乐意支持改革以获得提升。沙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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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斯特认为,将来的 /军事内部重建 0不应该仅仅是技术和战术上的,他还希望新军队

要实现既定的意图,并且与公民达成一个更密切、更深入的联盟。¹

1814年,普鲁士效仿法国,建立了普遍征兵制,并在同年通过了一个法令, 规定所

有的普鲁士人有义务在军队中服役五年, 包括三年现役和两年后备役。º 这项改革虽

然没有系统充分地实施,但这是对军官职业化的重大变革, 并为其他国家所效法。同

时普鲁士还改革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制度, 为选拔军官服务。 /改革打破了原来带有

贵族色彩的军事教育体制,对全民开放, 扩大了受训人员的范围和数量。0» 随着正规

军事教育课程和专业学校的建立, 军队内的提升和任命开始主要依赖于能力和战

功。¼到 1819年,军队中的贵族军官所占比例已经从原先的 90%下降到 50%多一点,

改革初见成效。½军事教育体制的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教育训练的内容和方式, 也改

变了军事组织的结构和功能。

普鲁士不仅在兵役制度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还进行了统帅制度的创新,创

立了总参谋部制度 (General Sta ff)。普军作战指挥系统在拿破仑战争中的糟糕表现使

得普鲁士意识到统帅制度的混乱,于是沙恩霍斯特组建了现代意义上的总参谋部。沙

恩霍斯特组建了战争部,总揽战争事宜。战争部下设两个分部:一个是负责行政问题

的军事经济部;另一个是综合战争部,其下辖三个处:第一个处接替原有军事内阁的功

能,负责联系行政部门;第二个处形成了总参谋部, 作为军队和军校高等军官的智力中

枢,负责训练和指挥军队;第三个处专管军需检查管理。¾ 总参谋部作为一种杰出的军

事制度在随后的战争中一战成名,影响了世界军事历史的进程,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由于普鲁士的军事改革比较彻底, 所以成效非常显著。经过三次王朝统一战争,

普鲁士不仅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还一举成为欧洲大陆实力最强的国家。德国的军事

体制逐渐被其他国家广为效仿, 成为后起国家实现富强的楷模。德意志因为其公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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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和总参谋部被欧洲国家大为艳羡, 在教育和军事上俨然成了欧洲的导师。¹

(四 )两国的比较分析

回顾 19世纪上半期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拿破仑战争以前, 奥斯曼和普鲁士两

国都曾受到法国的入侵,国家安全无法保证,但是在拿破仑战争以后,普鲁士的安全局

势得到缓解,而奥斯曼土耳其则更加严峻。基于军事效仿的原因, 奥斯曼和普鲁士两

国基本相同,都是同时面临外部安全压力和国内统治危机,但通过上文的梳理,我们发

现,普鲁士军事效仿的规模、速度和幅度明显强于奥斯曼。普鲁士的军事效仿为何更

为彻底? 这有着深刻的国内政治背景,需要我们对两国进行比较分析。

在精英集团上,奥斯曼帝国内部的精英对是否进行军事效仿纷争很大, 新精英对

旧精英的力量对比也不占优势,新精英集团的凝聚力也不强。具体来说,在塞利姆三

世和迈哈默德二世的军事改革中,他们都面临着缺少新式军官和新精英的困境, 所以

国家领导人重视教育工作,注重对新式精英的培养。在塞利姆三世改革的过程中,奥

斯曼帝国内部精英集团形成了三派:保守派想重新采用奥斯曼黄金时代的策略来恢

复军事荣誉;浪漫主义者和妥协派则主张效仿法国, 以法国武器武装军队, 采用法兰

克式的方法训练军队, 在不废除旧有军队的前提下建立新式军队;激进派则坚持认

为旧军队无法改革, 必须彻底地按照欧洲的方式训练新军。º 迈哈默德二世的改革

则受到近卫兵团、封建地主和贵族的抵制,直到他通过强硬手段清洗了反对派后,才

得以加速组织新军的速度。与之对比, 普鲁士的精英则相对团结, 新精英的力量占

据绝对优势。尽管有些贵族对改革消极抵制,在改革者内部也存在不同观点,例如,

施泰因和哈登伯格两人对中央集权和经济政策的观点针锋相对, 但不妨碍他们共同

致力于政府改革。»沙恩霍斯特、施泰因、格耐森瑙和克劳塞维茨等精英富有远见卓

识, 彼此之间关系融洽,并且受到国王和民众的支持,在政府中官居高位。上层改革

派精英通过开放军官阶层,获得了年轻军官的大力支持, 在教育上的改革和创新也

为培养新精英创造了基础。这一系列措施使得内外交困的普鲁士国内非常团结, 凝

聚力空前强大。

在国家制度能力上,奥斯曼帝国国家制度相较普鲁士,其能力相对低下。首先,在

制度的规范能力上,奥斯曼帝国现代政治制度发展极不成熟。塞利姆三世和迈哈默德

二世都谋求通过学习新制度来复活旧秩序, 然而, 社会结构的变迁要求政府肩负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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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功能,中央集权也需要建立新的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 新的政治体系更需要招纳经

过特殊训练的人员来实现其政治功能。¹苏丹的本意是通过现代学校培养新式精英以

支持自己的改革大业,但结果是这些新社会集团并没有效忠于苏丹。º其次,在制度的

汲取能力上,奥斯曼帝国的中央地方关系混乱。有学者就指出,奥斯曼政府当时面临

的最大问题是,很多省的官员拒绝服从苏丹的领导,小规模叛乱和深层次的经济衰落

侵蚀着政府供养军队的能力。»地方官员和贵族控制着经济、军事等重要权力, 威胁着

中央政府的统治。由于外部战争不断,奥斯曼政府的财政危机使得中央政府更加依赖

控制各省财富的官员和贵族, 因而贵族轻而易举地获得更加稳固的政治权力。¼ 从以

上可以看出,军事和政治改革是一项浩大的社会工程,不能一蹴而就,而且在国家能力

不强的前提下,新制度的建立往往会冲击旧制度而引起危机。

普鲁士的国家制度能力则相对较强。普鲁士在改革时实行的是 /双轨 0的策略,

即政治改革和军事改革同时进行。施泰因和哈登伯格负责政治改革,而沙恩霍斯特和

格耐森瑙负责军事改革。这些精英大多认为, 强大的政府是保证自由的基本, 所以主

张增强中央政府的权威。½在改革中, 普鲁士政府还积极学习法国在大革命中鼓吹和

运用民族主义唤醒整个民族的做法。普鲁士教育改革的目的不仅在于人文上的启蒙,

更重要的是在于 /国家的现实需要0, 大部分改革者都抱有通过初级教育唤醒国民 /休

眠的力量0的愿望。¾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普鲁士社会结构发生变迁, 资源提取能力

有了很大的提升,政策执行能力逐渐增强, 1840年后公共财政支出大为提高, 成为支

撑国家工业化的重要措施。¿在普鲁士军事改组委员会看来, 军队被看做是国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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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尽管有时被其他阶层讨厌和轻视, 但它应该是公民所有精神和身体力量的统

一。¹所以,普鲁士在改革国家制度的同时, 完成了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 与这

一过程相伴的是制度能力的极大增强。国家军事改革产生的政治影响力有力地推动

了政治改革的步伐,而政治改革提升了国家制度能力,又反过来为军事改革的继续提

供了保证,这是普鲁士军事效仿的成效好于奥斯曼的重要原因。

四  结论

军事效仿作为历史上持续出现的社会运动,影响其进程的因素多种多样。自从民

族国家形成以来,国家之间的竞争将这种社会运动系统化。持续的军事竞争、技术创

新和制度演进促使国家之间互相效仿。从根本上来说,以军事效仿为代表的学习行为

已成为人类社会演进的重要动力。一个国家若想在竞争激烈的国际体系中应对自如,

必须积极学习他国的优点, 及时改进军事技术、军事制度和军事理念,防止受制于人,

以自强自立于世界。正是基于此,本文讨论国家的军事效仿行为, 探讨新精英集团、国

家制度能力与军事效仿行为的关系。

对这一问题的解答需要注重研究国内精英集团和国家制度,重新思考这一维度对

国家军事效仿的影响。笔者认为,军事效仿的原因不仅仅取决于一国在体系中的外部

安全压力,也取决于国内统治的压力。军事效仿的规模、速度和程度与一个国家精英

集团和国家制度能力的特性密切相关:一国内部新精英集团力量、凝聚力越大,其军事

效仿的规模、速度和程度越强;国家制度的规范能力和汲取能力越强, 军事效仿的规

模、速度和程度越大。从根本上来说,国家效仿必须有卓越的领导人和强大的国家制

度来保证,这也给我们很多现实启示。当前世界技术进步飞速,军事创新层出不穷,如

何及时学习他国的新技术、新制度和新理念,已经成为各国角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单极体系下,美国掌握着军事创新的主动权,其他国家大多亦步亦趋追随其后。单极

体系下国家的效仿机制与以往有何不同? 其他国家如何效仿以应对霸权国的安全压

力? 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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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cept has played a certain role in a lliance format ion, nam ely, it provides

feasib ility ant icipation for reach ing an agreement and a cred ib ility antic ipation for the

fu lfillmen t of comm itmen.t However, its function is exaggera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perception and rhetoric of statesmen and fore ign policies based on them.

The Concept can funct ion better w ith the rationality of a lliance ma intenance, the long

- term of alliance maintenance, and the exertion of a lliance soft power. Meanwh ile,

there is mutual construction between conception and alliance. Concept debates the ra2

t iona lity of alliance maintenance, wh ile the long- term m aintenance of a lliance pr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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