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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英国的威尔士大学之后,牛津大学、伦敦大学、爱丁堡大学和布里斯托大学等也先后设立了外交与国际关系专业。其中爱丁堡

大学的希特利所编著的�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 � ( D�P�H eatley, D ip lom acy and th e S tudy of In terna tional R elation s, London: Oxford Un iversity

Press, 1919)备受当时中国外交官顾维钧的称赞;而布里斯托大学的莫沃特所撰写的�欧洲国家体系 � � � 国际关系研究 � ( R�B�Mow at:

T he European S ta tes System � A S tudy of Interna tiona lR elation s, London: Oxford Un ivers ity Press, 1923 )、�欧洲外交史 � (R�B�Mow at, AH istory of

European D iplom acy, NY: Lonm an s, Green & Co. , 1928 ) 和�外交与和平 � ( R�B�M ow at, D iplom acy and P ea ce, London: W illiam s& Norgate L td,

1936 ) 影响甚广,包括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普遍使用莫瓦特的著作。上述学者的论著包括了英国学派的主流理念及核心主题,例如战争、

外交、国际法、均势以及大国和谐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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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 20世纪 20- 30年代,英国国际法学者、外交官菲利普� 诺尔 -贝克关于国际集体安全的论述对

当时的学术界和外交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不仅是英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奠基者之一, 还亲历了国联公约的

起草和国联的组建工作。因此, 诺尔 -贝克是当时公认的国际问题专家。就思想传承而言, 诺尔 -贝克的集

体安全观对后来的国际关系学者,包括英国学派的主流理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虽然他后来被指责为过于理

想主义, 但是诺尔 -贝克毕生致力于世界和平所做出的贡献还是为世人所公认,为此,他于 1959年荣获了诺

贝尔和平奖。

关键词: 诺尔 -贝克;英国学派;国际社会; 集体安全;裁军

在探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英国学派时,不应忽视其思想本源和学术传承。
�
在思想内容上,英国学

派的理论内涵深厚,尤其是其本体论的核心概念 � � � 国际社会以及构建国际社会的关键机制如外交、国

际法、均势等更是有着长远的欧洲政治思想根源。
�
学术界普遍认为英国学派始创于 1959年, 然而, 菅

波英美 (H idem i Suganam i)等英国学者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英国学派的核心思想及其研究主题实际上已

出现在 1919- 1939年间的英国国际法和欧洲外交史的论著中。
�
的确, 当时在英国高等学府新创立的

国际关系学科中,均由国际法或外交史学者来任教。
�
其中代表性人物包括牛津大学的奇莫恩 ( A. E�

89



Z imm er)、爱丁堡大学的希特利 ( D�P�H eatley)、伦敦经济学院的曼宁 ( C. A. W�M ann ing )、布里斯托大学

的莫沃特 ( R. B�M ow at)、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系的首席教授、国际法学者诺尔 -贝克 ( P�Noe l-

Baker)等。本文将重点围绕诺尔 -贝克关于集体安全的论述, 阐述以他为代表的一代学者在国际社会

方面的理论建树,以及对后来英国学派在理论上的影响。

笔者选择诺尔 -贝克 ( 1889- 1982)作为研究对象出于下列原因。在实践方面, 他作为英国赴巴黎

和会的首席代表塞西尔 ( Robert Cecil)的高级顾问,亲历了 1919年巴黎和会的整个谈判过程,并参与了

国联公约的起草以及后来的组建工作。1929- 1932年间, 诺尔 -贝克在出任英国驻国联代表时,积极

主张建立限制国家主权的普遍集体安全, 以代替传统的欧洲 �大国政治�,目的在于制止 �丑陋的、破坏
人类文明的战争 �。�在理论方面, 诺尔 -贝克致力于集体安全与裁军问题的研究, 并被伦敦经济学院

( LSE )聘为首位国际关系教授 ( 1924- 1929) , 随后又应邀担任耶鲁大学客座教授 ( 1933- 1934)。在

1927年出版的代表作 �裁军�和 �论国联的作用 �中,他系统地阐述了国际社会与集体安全的思想。继

他之后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的曼宁曾回忆说, 诺尔 -贝克不仅是他在国联任职的前任官员,也是第一位

在伦敦经济学院担任国际关系学教授的人。�此外,诺尔 -贝克的教育背景具有国际化、跨学科的特点,

他曾在美、英、法、德等国家学习过历史、经济及法律,这使得他在看待国际问题时更加注重国家间的合

作与相互了解。最后还应强调的是,诺尔 - 贝克毕生致力于推动世界和平与集体安全。1959年, 为表

彰他坚持不懈的努力,国际和平组织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他晚年时仍关心着一个深刻的国际问题,即

裁军问题,正如他当时所指出的: �在这个人类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原子核的裂变,成功地探索了月球、成

功地控制了某些险恶疾病的时代,裁军问题还真的是那么难以实现的梦想吗?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就

意味着人类对未来是绝望的。�� 诺尔 -贝克倡导裁军、推动集体安全的论述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深远

的影响力。

综合他那丰富的外交阅历和深厚的学术素养, 本文尝试从两个方面对诺尔 -贝克的集体安全理念

进行理论分析 � � � 首先是他对建立集体安全的设想;而后则是他关于集体安全的法理依据及其保障措

施的系统论述。文章的结论认为,英国学派的理论体系得益于其近现代整体上的学术传承,其中诺尔 -

贝克等一代学者对国际社会与集体安全的相关论述亦占有突出的地位。尽管对其评价存有异议,但他

的集体安全理念和研究方法对丰富英国学派的理论,乃至对世界学术界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

一、集体安全的构想与建议

关于集体安全的性质,汉斯 �摩根索这样写道: �集体安全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由于没有执行国际

法的权威机构而在国际社会出现的无政府状态。��与国家自愿遵守国际法的惯例相比, 集体安全机制

带有某种程度的强制性,因为它强调各国有义务以集体而非个体的形式参与维护国际法的尊严,从而让

潜在的侵略者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必将面临全世界其他国家的联合反对。�集体安全可以被看作是 �世

界政府 �的理念与现实中主权国家体系之间的妥协。由于当时 �世界政府�的理念被视为理想主义的幻
想,而均衡政策又在一战后备受指责,集体安全的提法似乎更为人们接受,它因而也成了战后欧洲各国

谈论最多的议题之一。那么,什么样的集体安全是诺尔 -贝克所期望的? 对此, 他坦言:集体安全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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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必须是满足各国的安全需要,因为 �一个不能消除战争威胁的集体安全,是不可能解决任何其他国际

问题的 �。�换言之,集体安全其实质应是 �普遍的安全 �,它代表着历史发展的趋势。

身为法学者的诺尔 -贝克相信国际法与集体安全最终能够取代国际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强权政治

规则。他的思想与当时国际法学家奥本海和劳特帕彻相近,即主张国联应成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最高形

式,并以国联公约为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为此, 诺尔 -贝克建议各国遵循体现集体安全精神的国联公

约。在担任英国政府派驻国联的常任代表时, 他曾指出,集体安全的意义在于各国政府能够一起解决他

们所共同面临的问题,而其成功则取决于各国的真诚合作。这种合作不仅要体现在移民、跨国税收、医

疗卫生等社会问题上,更应该以集体安全来取代传统的军事同盟。�诺尔 - 贝克的主张得到广泛的社会

认可, 当时知识界、政界中的不少人赞成国联公约应成为国际社会的法典,并独立于任何国家的意志,其

最终目的是取代各国的国内立法机构。�

有着外交官经历的诺尔 -贝克并不像后来有些人指责的那样,是一个极端的理想主义者。实际上,

他深知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别。对他而言,富有实际意义的集体安全须基于两个条件:第一,集体

安全必须是普遍公正的,即各国政府,特别是大国政府都参与国际组织并接受公正的秩序;第二,各国政

府应自愿放弃并声明不以战争手段修改已批准的条约或单方面改变现状。�他的这一主张看似超越了

对现实的考虑,但是如果仔细研读他的论述,我们就会发现诺尔 -贝克只是要求国际社会把战争视为非

法,借此敦促各国政府推动外交中的协商和妥协精神。他声言: �如果武力被普遍接受为追求国家利益

的主要手段,各国政府便势必首先发展军备,致使其外交政策被军方夸大了的安全顾虑所钳制。��他呼

吁世界各国应遵守日内瓦协议、国联公约以及凯洛格非战公约的相关条款, 特别是接受 �所有战争不论

其目的如何,都属于践踏人类文明的罪行 �的理念。同时, 诺尔 - 贝克也意识到国际集体安全的实质应

该体现在国联各会员国的自愿态度上,以维护国际法和道德规范的神圣。

由于战后国际社会的含义已远远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欧洲国家体系,所以, 欧洲地区以外的安全事

务也必须受到应有的关注。不仅诺尔 -贝克认为如此, 当时一些颇有影响的英国学者也坚持这一观点。

譬如, 英国乃至世界上第一位国际关系教授奇莫恩当时写道: �建立公正的、全球范围的国际秩序实际
上已经成为战后欧洲国家的共识 �。�被誉为英国学派前辈的曼宁也讲到: �人类的前途存在于相互容

忍、理性与和平共处的基础上�; �法学家劳特派特进一步指出: �由于世界秩序必须建立在有组织、有效

的国际法基础上,因此,相应的国际法体系必须尽快地发展起来。��而外交史学家莫瓦特呼吁只有 �通

过国联,才能消除战争的根源 � � � 国际无政府状态 �。���尽管上述学者阐述的角度不同, 但他们的论点必

然有助于形成诺尔 -贝克的集体安全思想体系。正如他当时建议的那样: �未来的集体安全必须是全

球范围的,只有这样, 才能让每一个和平的国度得到应有的公正、平等和实惠 �。���

与此同时,诺尔 -贝克强调,对全球范围内的集体安全的理解不能过于僵化。首先,集体安全不能

机械地理解为世界上所有国家在国际安全和制止侵略问题上的参与及合作,因为这在实践中是不可能

的。他认为,承担集体安全义务的 �所有 �国家实指具备相应军事实力和经济力量的大国或中等国家。

由于当时国联中的 57个成员国已涵盖了世界上的主要发达地区, 诺尔 -贝克相信, 如果这些国家中的

大多数能够团结起来,并能获得美国的合作与支持,那么国际社会便具备足够强大的力量威慑潜在的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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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者。这样,和平是可以保障的。其次,普遍的和平并不意味着要对世界上每个角落都给予同样的关

注,实际上这也是没有必要的。但如果欧洲、远东等地区存在着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威胁,那么,国联应予

以特别的注意。诺尔 -贝克所提倡的集体安全实质上是强调: 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全球范围内的责

任,因此,应积极参加集体安全所要求的共同行动; 但是实践集体安全仍应当与各国的军事实力配置相

符,并要充分考虑到具体事态的地缘政治背景。鉴于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国家间的经

济依存关系开始出现,诺尔 -贝克尤为重视运用经济手段在制止和制裁侵略者时所带来的效用。在他

看来, 一旦发生了侵略行为,国际社会首先应实行经济制裁 (包括封锁、禁运等惩罚性的贸易措施 )来防

止战争规模的扩大。

二、构建集体安全的法制基础

如何构建世界范围内的集体安全? 对此, 诺尔 -贝克深知,欲完成此使命必须考虑到各国的核心利

益 � � � 国家安全。由于各国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全,集体安全机制只有设法使带有 �排他性�的国家利
益具有 �兼容性�和 �共性 �时, 才可促使各国相信构建国际社会并维持其稳定乃是实现各国 �自我利

益 �的必要条件。诺尔 -贝克曾使用 � internationa l com ity�这一概念,意在强调建立一个以法治、礼让为

基础的国际社会。无疑, 他在推崇构建法治社会时, 深信罗马人的名言 �有社会, 即有法 � ( ub i societas

ubi lex)。�鉴于国际社会所意味的普世性和包容性,他批判了存在已久的国家主权至上的论点,倡导只

有被普遍接受的法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为此,诺尔 -贝克以历史经验来告诫人们, 集体安全不可

缺少的条件就是国际法必须拥有有效的执行机构, 并在道义上能让各国接受这些法律。那么,何种内容

的国际法才能成为全球范围的集体安全体系的基础呢? 它们是否已经存在,还是需要人类去重新制定?

诺尔 -贝克认为,自 1920年国联建立以来,国联公约和随后签订的华盛顿条约、洛迦诺公约、凯洛

格公约等均属于规范各国国际行为的准则。目前世界各国迫切需要的是国联作为国际组织应表现出有

效的执行国际法的行为而非抽象的原则。不尽如人意的是, 在国联成立后的前 15年里,英、法两国政府

从未明确而坚定地宣布 �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如果国联公约原则受到侵略者的践踏时,两国将会同

其他国家一道对之进行制裁,甚至不惜为此诉诸武力 �。� 熟谙国际事务的诺尔 -贝克从英法缺乏意志

与远见的立场中,看到了这种集体制裁本身存在的困难,即如果各国联合起来集体制止战争, 他们不仅

要在承担经济损失上达成一致,同时还要在心理上抱定全力投入集体制裁行动的决心,只有这样才能让

潜在侵略者意识到与全人类正义事业对抗是很不明智的。�除此之外,集体行动应该涵盖全球每一个国

家,制裁形式包括军事、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诺尔 -贝克认为, 当时出现的国际争端未能被圆满解

决,主要是出于认识上的问题, 而非处理现实危机的能力。他以日军在 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为例,指出

如果当时控制国联的英、法两国能够及时、有效地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胁来遏制日本对华的侵略行径的

话,那么日后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军事冒险也有望避免。这样, 欧洲就不会陷入三十年代的外交危机

与困惑中了。�

针对当时的国际冲突中,国联公约没有被严格遵守,诺尔 -贝克强调加强现有国联公约的约束力;

并针对国联体制上的弱点,要求赋予其新的实质性内容。其中包括: (一 )国联公约应为国际社会的法

律基石,并包含凯洛格公约中的相关原则,以此来弥补其中的疏漏。 (二 )仲裁体制应该扩大, 从而能让

国际法庭对国际争端进行更为有效的处理。换言之,国联成员国必须接受有关条款,如日内瓦协议等。

(三 )建议对公约中原有的第 16条予以修正,取而代之的是对侵略行为的更明确界定, 并授予国联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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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一定的权力去根据现实的要求采取必要的行动。�这里,他要求国联在判定侵略行为时应依据相关原

则并明确其职责,同时还须具有相应的法律、政治和道义上的力量采取防御性措施。此外, 他赞成给予

国联适当的权力去制止正在进行战争准备的国家,并责成他们接受经国联授权的机构进行实地调查。

这些正是当时国联作为国际组织或 �维和 �机构所缺少的必要权威。作为执行集体安全的必要条件, 诺

尔 -贝克主张在和平时期就应当制定出一个全面、实际的裁军方案, 以落实国联公约第 8条所规定的,

即 �普遍的裁军计划将由国联委员会起草,其成员国须承认该举措为维持和平之必要 �。�

裁军计划的实施,旨在解决致使国家竭力发展军备的 �安全困境�。欧洲思想家孟德斯鸠、康德等

人早已指责过军备竞赛的严重后果是经济资源的挥霍和民族心理的恐慌。1894、1907年在海牙召开的

两次国际裁军大会都旨在消除军备竞赛的恶果。然而, 上述的理念和实践并未解决 �安全困境 �的存

在。鉴于这一原因,诺尔 -贝克对于造成国家间的戒备和扩军的困境深感忧虑, 并这样写道:

当一国开始在与他国的对立 ( r iva lry )中武装自己时,新一轮的扩军便会出现 � � � 首先是这一方, 而后又

是另一方。国家间的对立情况还会导致同盟的形成。同盟的各自的一边会不断怀疑对方想要实行打击, 或者

是正在超越自身的实力 ,于是便力图重新调整彼此间的力量对比。欧洲在这一过程中应当了解的是, 对立致

使它们陷入战争的灾难 ;各国为实行自我防卫的军事准备摧毁了它们苦苦求索的和平。�

显然, 诺尔 -贝克相信裁军可以降低国家间相互威胁的程度。为此,他假设道,如果在一战前,欧洲国家

制订出一个总体的裁军计划以减少或限制它们各自维持的军备,那么, 这些国家也就没有必要经常处在

一种猜疑的心理状态,秘密地发展大于它们所公开宣称的军备规模。�在诺尔 -贝克看来,减少军费预

算、压缩军工生产和接受国际监控,是执行裁军计划的有效措施,并且这些措施首先要落实在大国身上。

1923年发生的鲁尔危机,促使他迅速意识到 �如果德国的军力被大幅削减, 那么它对法国的公然侵略将

无法得以实施�。�因而,战胜国必须 �通过放松凡尔赛和约中对德国及其同盟的制裁,使它们与其他国

联成员国之间实现某种平等的关系�。�否则,德国的弱势地位只会为法国维持其军备优势创造便利。

该主张无疑为一些评论家指责诺尔 -贝克是袒护 �绥靖政策 �的和平主义者提供了口实。然而, 日

后纳粹德国的崛起决不能归咎于诺尔 - 贝克等人所主张的裁军方案。�事实上, 他曾强调,对英法的裁

军不能以削弱它们维持国际和平的义务为代价,对凡尔赛条约本身以及英国政府在处理 30年代国际危

机中所表现出来的优柔寡断,他常持批评的态度。�同时, 诺尔 -贝克认为 �绥靖政策 �实质上是英法政

府将应当于 20年代施予魏玛共和国的宽容,错误地给予了 30年代的德国纳粹政权。然而, 即便这一观

点已得到证实,国联的集体安全机制依然存在诸多缺陷,特别是缺乏制裁侵略和监督裁军的强制力度。

面对当时对集体安全的批评,诺尔 -贝克指出,超越国家主权之上的国际组织并非空中楼阁; 近代欧洲

的外交理论与实践奉行的 �主权国家�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一个日益形成的全球化的国
际社会中,面对难以承受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破坏, 人类现在已经生活在一个世界性的社区里,而非

区域性的国家体系中。�这是一个源自现实的历史趋势。

的确,当时许多赞成集体安全的人深信, 尽管目前的国际秩序还不完善, 但是国联在构建民主、公

平、开放的国际社会方面, 已在理论与实践上开创了重要的先例。国联后来在国际政治中的示范作用直

接影响到了联合国宪章的起草 � � � 正如当今美国著名的外交史和国际法学者布尔格沃特 ( E lizabeth

Borgw ardt)所总结的,在起草联合国宪章的过程中,各国代表们均注意到了国联在多边合作方面的前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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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鉴, 这既是需要回避的陷阱也是从某些方面值得效仿的范例。�即使在目睹联合国的创建历程之前,

诺尔 -贝克就已相信:随着国联公约和日内瓦非战公约的诞生, 大部分国家已接受了国际法的基本原

则,它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 并坚信终有一天全球性的集体安全不论以什么形式出现,都会有效地对

国际社会的破坏者予以惩罚。届时, 整个世界公民都会对正在形成的国际法表示赞同、接受和认真的恪

守。�

结 � 论

通过对诺尔 -贝克的集体安全观的综述, 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20世纪 30年代所提倡的集体

安全与日后形成的英国学派的核心理念 � � � 国际社会有着思想上的承袭。在概念上,国际社会是主权

国家为了维护共同的目标而自愿结成的有机整体。它的前提是各国有意愿进行合作。在无政府状态的

国际体系里,安全问题无疑是首要的国家利益。为避免 �安全困境 �,集体安全的理念旨在消除国家间

盲目或有预谋的武力冲突。一战后, 它向饱受战争之苦的各国民众传递了希望, 同时也成为学术界关注

与研讨的焦点。时人普遍认为,国际合作的最高形式就是集体安全机制。诺尔 -贝克在接受和阐明这

一理念的同时还强调集体安全机制的缔造须依照国际法的普遍原则。上述理念明确地反映在公认的英

国学派的代表作中。譬如, 1946年怀特所著的 �权力政治�和 1979年布尔所著的 �无政府社会 �,均涉及

有关集体安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与诺尔 -贝克颇为一致的是, 他们强调国联公约和凯洛格公约在构

建国际社会中的作用。�此外,怀特还指出, 国际社会的存在源于外交机制的效用与国际法的威信。他

认为, 欧洲历史上的每一类社会都有法律,即规定其成员权利和义务的法规体系, 而欧洲国际社会作为

当今世界上涵盖面最广的社会形式亦理应具备法治精神。布尔关于国际社会的论述同样强调了各国之

间有一系列共同规则对它们的相互关系进行约束, 并且分享共同机制的运作所带来的利益,而这些机制

的正常运行则需要国际法的规范与调节。�

1919年后的欧洲,均衡政治已无法通过自发调节来维持和平,集体安全取而代之, 并受到国际社会

的重视。新诞生的国联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临时性组合,其实质上是遏制未来敌人的潜在联盟。在这点

上,怀特的观点近似诺尔 -贝克的看法,他们把集体安全定位为国际社会的联合防御,其理念已包含在

�国联公约�中。此外,诺尔 -贝克与怀特分别在 1936年和 1946年提出,集体安全意味着国际性的防

御,它最终成为国联的基石。同样,在裁军问题上, 诺尔 -贝克与怀特先后提出, 各国接受裁军的前提须

建立在对未来国际社会的高度信任上。战后欧洲认为一战的主要起因在于大国间的军备竞赛和秘密条

约,所以�国联公约�第 8条对各国发展军备予以了法律上的限定。鉴于要求裁军的呼声甚高,各国政

府为此频发照会,建议进行谈判。1921年的�四国海军条约�、1927- 1934年间的国联裁军计划和筹委

会的建立都是国际裁军努力的结果。

历史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为诺尔 -贝克的学说,以及后来英国学派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土壤和阳

光。当时的英国,有一些与诺尔 -贝克具有相似阅历和影响的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国联与集体

安全的工作。�在思想上,他们普遍关注集体安全的理念与实践。然而, 后来的英国学派只接受曼宁为

其成员 � � � 尽管他本人并不接受这一提法。�由此看来,对于后来的学者而言, 探讨和澄清哪一位学者

属于英国学派或是接近其学说思想, 并不十分重要。而本文最终希望通过介绍诺尔 -贝克的政治观点

来阐明一战后英国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传承性,并探究有关集体安全学说的来源。诺尔 -贝克的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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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观对于当代国际关系的启示在于:一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必须顾及其他国家在相关问题上的

态度和考量;为实现彼此利益的兼容与共存,世界各国只有积极参与并推动多边合作的集体安全机制,

才可能在当今这个多元、多极、多事的世界上构建一个法治、和谐、公平的国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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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turbulent decades of the 1920s- 1930s, Lord Ph ilip Noe l- B aker, a fo rm er British inter-

national jurist and d ip lom a,t put forw ard h is w e ll- laid thesis on co llective security, w hich in turn caused a

great dea l o f im pact upon the con temporary academ ic and politica l circles. True, N oe l- B aker w as one o f the

pioneering scho lars in teach ing the d isc ip line o f internat iona l re lations in B rita in; equa lly he w as deeply in-

vo lved into the draft of the League o fN ations Covenant and its functioning. Thus Noel- Bakerw as sure ly aw ell

- established expert on internat iona l issues. In term s o f h is intellectual legacy on the concept o f � internationa l

society�, Noel- Baker d id exert a sign if icant impact on the study o f IR including the � English School�. D e-

sp ite the accusation o f him as � idealist� in v iew of the key issues on peace and w ar, Noe l- B aker undoubtedly

ded icated him se lf to the peace of the wo rld. Fo r tha t end, he w as aw arded the Nobe l Peace Prize in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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