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日本和俄罗斯建设和平的路径与国际规范： 

冲突抑或协同 
 

当代世界的地区冲突与人道主义危机一旦爆发，往往陷入长期难解的僵局。人们呼吁，国际社

会应在协调一致的原则上帮助动乱地区和脆弱国家实现和平与稳定。然而，现有的对建设和平

（peacebuilding）相关政策框架和项目实践的讨论，往往还是围绕着 “自由和平”（liberal peace）
范式（即法治、安全部门改革、治理和人权、公民社会、经济改革等要素），对非西方国家的

相关实践及其蕴含的逻辑和影响则缺乏关注。而这些国家采取的路径恰恰有异于“自由和平”范
式，为建设国际和平与安全提供了其他可能的方案。 

通过对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的专题研究，本项目旨在探索非西方大国在建设全球和平与安全领

域的理念与实践。研究的重点在于厘清中日俄三国对和平与安全问题的认知、独特的价值取向、

及在实践中的具体做法。近年来，中国在“发展和平”（developmental peace）的框架下，愈发积
极地参与亚非国家和平与安全建设的进程;俄罗斯在高加索和中东地区大力推行以国家为中心的
维稳政策；而日本则一步步扩展其在亚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相关活动，提升自己在全球和平与

安全领域的影响力。中日俄三国将如何对待现有的建设和平的规范体系？他们的政策与做法又

会如何影响这个规范体系的存续及演变？是接受和巩固，并行不悖，重新解释，补充完善，抑

或挑战乃至取代？ 

国际规范体系的演变既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也会受到自下而上的动态发展的影响。本项目

聚焦和平与安全领域，通过案例分析、实地调研、与中日俄学者专家及政府官员的访谈，阐释

这三个国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认识，探讨他们如何将这种安全观与和平观转化为在动乱

地区和脆弱国家（或在多边外交）中的具体实践，从而揭示上下两个维度的动态变化如何影响

该领域国际规范体系的性质、内容和方向。 

借由课题负责人在“日内瓦建设和平平台”上业已建立的关系网络，本项目将与日内瓦、纽约的
和平建设者对话，向他们阐明中日俄三国所秉承的有别于自由主义范式的和平观与安全观。若

您对新兴大国与全球治理、国际和平与安全、或是国际规范的演变感兴趣，欢迎关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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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为期三年，资助方为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 

若您有任何问题，请咨询 Kazushige Kobayashi博士： 

kazushige.kobayashi@graduateinstitute.ch 

 
Centre on Conflict, Development and Peacebuilding (CCDP)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Maison de la Paix, Chemin Eugène-Rigot 2, P. O. Box 1672 
1211 Geneva 1, Switzerland 
https://graduateinstitute.ch/ccd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