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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规范争论研究述评
＊

陈　拯　黄慧彬＊＊

内容提要 规 范 争 论 研 究 已 成 为 国 际 关 系 理 论 研 究 的 前 沿 热

点。这既是建构主义 国 际 规 范 研 究 议 程 的 延 伸，又 受 到 近 年 世 界 政

治变局的推动。在理 论 方 面，规 范 争 论 研 究 强 调 规 范 是 包 含 内 在 矛

盾的过程性存在，而能动行为体间也不乏分歧纠葛，由此推动规范争

论与演进。在经验研究中，学者们探讨了贯穿于规范形成发展，应用

执行与接受转化等过程中的各种政治辩论及竞争。规范争论既可能

削弱也可能强化规范，如何解释其 对 规 范 稳 健 性 的 影 响 是 当 前 研 究

的焦点。规范争论研究 打 开 了 研 究 空 间，推 进 了 理 论 进 步，但 也 存

在碎片化等问题。后续研究需要以实践本体论为基础，呼 应 世 界 政

治大变局与中国外交的现实需要，深入探讨争论策略选择等问题。

关键词 国际政治理论 国际规范 规范争论 建构主义 规

范稳健性 争论策略

规范争论（ｎｏｒｍ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或称规范竞 争（ｎｏｒｍ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已 成 为 国

际关系建构主义学派的前沿 理 论 热 点。规 范 争 论 是 世 界 政 治 行 为 体 围 绕 国

际规范的含义与表 述，规 范 的 正 当 性 与 适 用 性，不 同 规 范 间 的 取 舍 排 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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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规范具体应用的条件、范围及 过 程 等 所 出 现 的 分 歧 与 竞 争，在 规 范 演 进 的

全过程都 可 能 发 生。① 各 种 形 式 的 争 论 在 规 范 演 变 与 发 展 过 程 中 有 着 重

要影响。相关研究试图探究规 范 争 论 的 原 因、表 现 及 影 响，回 应 大 变 局 下 秩

序变迁 的 现 实 挑 战，给 一 度 遭 遇 瓶 颈 的 国 际 规 范 研 究 带 来“别 开 生 面”的

效果。

学界对规范争论研究的进展已有一 些 梳理，主 要 将 之 置 于 国 际 规 范 研 究

的发展脉络中加以评估。② 本文试图更为系统地探讨国际规范争论议程本身

的进展和不足。文章首先从学理脉络与现实刺激两个方面揭示相关研究兴起

的动力，从规范自身矛盾与行为体分歧纠葛两个角度阐明规范争论研 究 的 基

本理论主张。文章进而梳理针对规范演进不同阶段所出现争论的经验研究成

果，介绍围绕“规范争论如何影响规范稳健性”展开的学术争鸣。最后，建议后

续研究探索构建更为统一的理论论述，系统探究争论策略选择等问题，以期更

好地回应现实战略需求。

一、规范争论研究兴起的背景

规范争论研究的兴起既是学术探索 逻 辑的延伸，也 是 对 世 界 政 治 大 变 局

的回应。建构主义学派一向致力于论证规范在世界政治中的构成性作用。学

者们在分析规范传播为何出现偏移与逆转等“反常”的过程中注意到了规范争

论的重要性。同时，世界政治进入大变局时代，冷战后西方 主 导 的“自 由 国 际

秩序”深陷危机，各种行为体间不同形式的价值、身份与规则争论不断涌现，也

暴露了既有框架的缺陷，凸显了开展相关研究的必要性。两 方 面 因 素 共 同 推

动规范争论成为学术焦点。

（一）对规范传播异常的探究引出规范争论研究

规范争论议程的兴起首先是国际规范研究逻辑延展的结果。在国际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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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兴起之初，“规范生命周期”框架占据着纲领性地位。但是，这一框架很大

程度上将规范物化成了某种“被冻结”的社会事实，其中的单向线性思维与 结

构偏见，以及对适当性逻辑的片面强调，窄化了建构主义的丰富内涵。① 随着

研究的推进，学者们的研究重点转向了解释规范传播中过程与结果的差异，注

意到不同行为体观念、话语和行动间的互动以及规范发展方向的逆转。② 这些

研究着力凸显了理念、话语和行为体的多元性，为规 范 争 论 研 究 做 好 了 铺 垫。
有关“规范生命周期”的经典论述并没有排除争论的存在，在规范兴起阶段 就

涉及理念竞争与取舍的问题（不过集中在西方世界内部）。但一旦规范发展越

过“临界点”，辩论交锋便在这些模型中消失了。③ 存在争论被认为是规范发展

不成熟的表现或建立规范的障碍。不同理念和规范间的互动只有在传播扩散

遇到“麻烦”时才被考虑。④ 随着研究的焦点从论证规范的效用回到规范本身

的变化，争论的 关 键 作 用 受 到 了 注 意。特 别 是 在“规 范 本 土 转 化”和“规 范 退

化”等被提出后，规范从生成到扩散到消亡的生命周期全程都被覆 盖，已 有 议

程的创新空间更趋 狭 小，理 论 逻 辑 日 显 重 复 单 调，需 要 拓 展 新 的 研 究 空 间。⑤

在此背景下，关注差异与矛盾的规范争论吸引了学者们的 关 注。争 论 不 再 只

是规范扩散推广与接受内化过程中的 小插 曲，而被认为是规范演进的 关 键 动

力。⑥ 规范争论对于规范演进研究的学术价值日益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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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政治现实变化刺激规范争论研究

规范争论议程的兴起也呼应了世界政治的现实变化。国际关系正进入动

荡变革期，国际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制度、规则与 法 律 之 争。某 种 意 义 上，一 度

流行的规范扩散文献以一种的微妙方式捕捉到冷战结束后西方占据 主 导，自

由主义国际秩序向全球扩展的时代特征。① 规范的生成、扩散与内化表现为西

方对非西方的单向传授过程，不同行为体间表现为某种支配关系。② 这种情况

正在多方面受到巨大冲击。各种形式的价值与规范争论日 益 引 人 注 目，成 为

国际关系学者必须回应的问题。

首先是西方内部的秩序危机与身份 冲 突。各 种 形 式 的 价 值、理 念 和 文 化

矛盾层出不穷。自由主义规范在其核心区 域 一 再 受 到 侵 蚀 和 挑 战。一 方 面，

从小布什的单边主义外交到特朗普的 退群 外 交，霸权国的修正主义行 为 不 断

冲击既定秩序及其主导规范；③另一方面，西方世界内部族群与文化构成日趋

复杂，道德共识衰退，身份对立与价值冲突凸显。④ 诸如性少数群体、堕胎、移

民以及环境保护等议题造成新的政治对立。一方面，左 翼 学 者 指 责 规 范 扩 散

中渗透着西方性别偏见和白人种族偏见；另一方面，右翼民粹主义团体的跨国

网络兴起，就反欧盟、反贸易、反移民等议题 与 自 由 派 全 面 对 峙。跨 国 人 口 流

动，信息通信技术日新月异，不仅刺激了争论还造成了其国际化。反弹（ｂａｃｋ－
ｌａｓｈ）已成为当今政治分析的热门词汇，反映了普遍存在的分歧乃至对抗。⑤

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

趋均衡，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推动国际秩序加速变革。⑥ 传统规范扩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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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将非西方行为体设定为被动“失语”的接受者。① 而今，非西方世界对于全球

治理的影响力上升，经常性地成为规范的主动倡导者和塑造者。② 全球意义上

的南方国家的道德和规则主张正日益受到重视。如何处理文化多元性已成为

世界政治秩序变迁的中心问题。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成为规范演进的关键动

力，也是正在兴起的“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基本关注点。③

此外，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进，涌现出一系列新的全球治理议题与

政治行动空间，如互联网络、太空和极地等，进 而衍 生出 全 球 性 的 政 治 竞 争 与

博弈。例如，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有了新拓展，构建网络空间国际秩

序迫在眉睫，触发诸多价值和规范冲突，涉及 基 础规 则 的 网 络 主 权 概 念 兴 起，

如何界定其性质和范围成为争论焦点。同样，温 室 气 体 排 放 权 益、外 层 空 间、

海洋权益和极地资源等争夺日趋激烈，全球税收监管和反腐败合作等 新 议 题

不断出现，这些领域尚没有形成被广为接受的规范。治 理 规 则 的 构 建 和 调 整

有赖于社会正当性的塑造，各方也都在试图占据话语权和 道 德 制 高 点。其 间

的规范争论过程日益引起了全球治理研究的注意。④

综上，规范争论研究的兴起受到两方面 变 化 的 推 动。在 主 流 规 范 扩 散 研

究不断拓展并解决反常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注意力转向 规 范 演

进中的多元主体，关注规范倡导传播与接受应用中可能出现的纷争。同时，随

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规范的普遍传播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促使人们将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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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对规范的抗拒与重塑，关注当今世界政治体系中日益增长的价值 与 规 则

争论。① 学术探索的逻辑和政治现实的 需 要共 同 推动“规范争论”成为近年研

究的新热点。②

二、作为规范演进动力的规范争论

规范争论与学者们打破规范扩散研 究“对进步的目的论 认 识”，把 握 规 范

演进复杂动态的努力密不可分。③ 一方面，规范争论研究强调规范是一种进程

性存在，其意义与合法性在争论中不时变动。④ 这些研究改变了规范具有单一

稳定意义 的 假 定，指 出 规 范 的 表 层 定 义 与 实 践 意 义（ｍｅａｎｉｎｇ－ｉｎ－ｕｓｅ）存 在 距

离，规范内部的模 糊 性 与 矛 盾 性 是 一 种 常 态。⑤ 其 中 的 模 糊 性 和 争 议 是 规 范

“流动”或“运动”的动力；⑥另一方面，相关研究更系统地关注各种主体在规范

传播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不同行为体对特定规范 有 着 各自 的 理 解 和 主 张，这

也是一种常态。⑦ 规范在多元主体交锋的合力中不断演变。⑧ 规范争论及改变

可能发生在规范演进的全程。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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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范是具有内在复杂与矛盾性的过程性存在

在实践中，对于规范意义的社会理解经常是多样且不稳定的，不同的价值

理念与规则程序主张间存在着复杂的关 联。① 规范之间以及规范内部的矛盾

是各种规范争论出现的基本原因。早在扩散研究占据主导 时，一 些 学 者 已 经

意识到不同理念和话语间的纠葛，注意到话语与实践中的争议，将之作为规范

演进的动力来源。② 有人将规范与基因进行类比，强调规范体系内不同规范间

的竞争对于规范演化的影响。③ 还有人强调规范自身内部的矛盾，指出规则不

可能涵盖所有的具体事件，规则普遍性和经验特殊性间的矛盾经常出现，刺激

行为体就规则的意义和应用展开政治争论，由此对规范进行修改，确定新的意

义和适用范围。④ 在这个意义上，矛盾与争论可说是规范体系或规范本身的固

有属性，是“变化的内在动力”。⑤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致力于构建规范作为过

程的话语分析视角，总结出规范变化“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动力。⑥ 其中，内

部动力来自规范本身在阐释与实践中 的模 糊 性和 矛 盾，而外部动力则 来 自 更

广阔的规范环境变化，特别是某一规范与其他规范的互动碰撞。⑦

作为规范争论研究的旗手，安特耶·维纳较为 系 统 地 论 述 了 这 一 议 程 对

于规范属性的一般认识。维纳区分了依赖规范意义稳定假设的主流行为主义

路径与她所主张的基于关系性和历史 性的 反 思性 方 法。维 纳 强 调，规 范 不 是

客观真理与“天然”的法则，而是主观创造与保持的信念。行为体 在 接 受 和 遵

从规范时具有“反思”的能动性。正因此，规范获得了“双重 属 性”。它 们 不 仅

构成社会实践（和行为），而且还从中派生其意义，并根据解释的变化而改变意

１４１

建构主义规范争论研究述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Ｍｉｌｊａ　Ｋｕｒｋｉ，“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Ｒｉｇｈｔ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３２，Ｎｏ．９，２０１１，

ｐｐ．１５７３－１５８７；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ｙｍ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ｎｎｉｓ　Ａｌｔｍ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　ａ　Ｓｕｂ－
ｊｅｃ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Ｖｏｌ．７，Ｎｏ．１，２０１５，ｐｐ．６１－９５．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Ｒｅｕｓ－Ｓｍｉ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ｅｓ　ｏｆ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４４，Ｎｏ．２，
２００７，ｐｐ．１５７－１７４．

Ａｎｎ　Ｆｌｏｒｉｎｉ，“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４０，
Ｎｏ．３，１９９６，ｐｐ．３６３－３８９．

Ｗａｙｎｅ　Ｓａｎｄｈｏｌｔｚ，“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　Ｃｈａｎｇｅ：Ｒｕｌ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Ｐｌｕｎｄｅｒ，”

ｐｐ．１０１－１３１．
Ｉｂｉｄ．；Ｗａｙｎｅ　Ｓａｎｄｈｏｌｔｚ　ａｎｄ　Ｋｅｎｄａｌｌ　Ｗ．Ｓｔｉｌ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Ｃｙｃｌｅ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Ｏｘ－

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Ｍｏｎａ　Ｌｅｎａ　Ｋｒｏｏｋ　ａｎｄ　Ｊａｃｑｕｉ　Ｔｒｕｅ，“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ｓ，”ｐ．１０４．
Ｉｂｉｄ．，ｐｐ．１０３－１２７．



义。① 结 果，规 范“虽 然 在 特 定 时 期 是 稳 定 的，但 根 据 定 义，它 们 始 终 是 灵 活

的”。② 这就放弃了规范是单一稳定实 体的既有 假 定，而默认它们在解释与应

用中是带有争议性的。③ 维纳将争论界定为一种社会行动，显著地体现为规范

传播与应用过程中不同意见的存在和相 互 竞争。④ 一方面，在规范传播中，行

为体对含义的认识理解与各自的文化实践联系在一起。当规范跨越社群边界

时，跨国文化语境差距导致对特定规范认识及态度的差异，构成了争论的重要

来源；另一方面，在那些更为抽象和一般化，接受范围更普遍，通常争议不大或

不明显的“基本原则”与那些更为具体，需要面对复杂与特殊情境，经常遭遇疑

问和挑战的“标准化程序”之间 存 在 着“合 法 性 差 距”，这 种 不 可 避 免 的 紧 张 关

系在具体行动中不断地引起争议，从而重新塑造国际规则和国家行为。⑤ 可以

说，“规范的效力是由行为体造就的”，其内容与表现往往随着争论而变化。⑥

规范争论研究关注规范之间以及规 范 内部的矛 盾 与 模 糊 性，强 调 对 规 范

内涵、外延及具体应用中的不同理解与主张，以 及不 同 规 范 之 间 的 复 杂 纠 葛，

将之作为规范演进的动力。此前的主流研究倾向于把规范视为单一静止性的

存在。虽然形式 多 种 多 样，但 边 界 是 固 定 的，含 义 是 明 确 的，内 容 是 一 致 的。

规范争论研究则强调其中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规范既是“社会事实”又在“不

断受到质疑和重组”。⑦ 规范意义的模糊性与不稳定，以及不同规范之间的矛

盾，是争论出现的基本原因，也是规范演进的关键动力。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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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主体间的矛盾分歧是规范争论的现实动力

同时，规范争论更加重视主体的多元性 与 能 动 性。规 范 内 部 与 规 范 之 间

所存在的各种矛盾纠葛是国际规范争论与演进的内生动力。它们除了限制与

塑造，也为主体的战略性行动和创造性实践提供了机会与资源。① 规范变迁从

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需要行为体的能 动 作为。② 国家的“社会实践”在维持和

再造规范意义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③ 有着不同认知和诉求的行为体就哪种

价值、需求和规则应占据主导、如何具体落实某种规范、谁 能 够 对 于 规 范 的 解

释和实施占据主导等问题展开争论，进而在争论中推动具体规范与整 个 规 范

集群的转变。④ 规范争论研究重视国际社会成员构成的多元性，特别是不同行

为体的背景知识、现 实 认 知 及 目 标 诉 求 差 异，将 之 作 为 争 论 的 关 键 来 源 与 动

力。⑤ 规范争论研究注意到了规范接受者与地方行为体的知识和能动性。⑥ 这

在经验研究中集 中 体 现 为 对 于 规 范 演 进 中 行 为 主 体 态 度 和 行 动 的 类 型 化 区

分。⑦ 进而，规范争论研究重视行为体的具体行为选择，而后果性逻辑也被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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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其中。① 行为体对国际规范的本地化理解与彼此争论，可以修正体系层面的

规范。规范的意义在行为体的反复争论中发生调整，共 识 可 能 增 强 也 可 能 消

散。② 争论是行为体施动性的重要表现，可以说“规范的质量是由行为体造就

的”。③

总之，规范争论 研 究 强 调，规 范 演 进 过 程 并 非 线 性 单 向 的 兴 起、传 播、内

化，而是在规范内部、规范之间，以及各 种 行为 体间 各种 纠 葛 的 推 动 下 充 满 着

碰撞交锋，进而出现方向上的波折反复与内容上的变动调 整。既 有 研 究 忽 略

了规范的模糊性与矛盾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开放性与灵活性，特别是在规范形

成并制度化后依旧可能发生的纷争与 变化。同时，不同 行 为 体 间 就 规 范 的 含

义、规范的约束性，以及规范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具体应用等也可能有不同的

认识和诉求。规范进程的内外矛盾与行为体间的复杂纠葛构成了规范争论研

究的基本理论主张。矛盾与争论可能出现在规范演进的各个阶段。争论如何

展开，又如何影响到规范演化，学者们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经验研究。

三、规范演进各阶段中的规范争论表现

对于规范争论的经验研究已取得了明显成果。学者们结合具体问题领域

的经验事实，就规范争论的实践表现从不同角度进行展示。④ 首先，规范形成

和发展进程涉及对规范定义与内容的 重大 争 论，某一规范的发展也会 受 到 对

抗性或竞争性的倡导联盟的影响；其次，各种行为体有时会挑战和调整既有规

范的已有规定，也可能就规范的恰当性和适用性等问题出 现 争 论；再 次，规 范

往往并不会被简单接受和内化，而是经历与本土理念的碰撞，刺激相关行为体

的权衡和取舍。围绕这一系列问题，既 有 研究 有效 确立 了 规 范 争 论 研 究 的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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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议程。

（一）规范形成和发展过程往往经历争论

规范形成发展 过 程 中 往 往 伴 随 着 对 其 必 要 性 与 可 行 性，包 括 由 谁，在 何

时，何地，以何种形式，如何制定规范细则等问题的争论。如前所述，在规范生

命周期模型提出时就已认识到了规范兴起过程中的政治争议。规范争论研究

进一步聚焦这些竞争过程，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讨论。一 些 学 者 特 别 针 对 当 前

世界政治中的变 化，突 出 了 西 方 世 界 内 部“对 抗 性 的 倡 导 者”（ｒｉｖ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
ｎｅｕｒｓ）的存在，注 重 日 益 凸 显 的 相 关 政 治 较 量。① 例 如，杜 肯 大 学（Ｄｕｑｕｅｓｎ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教授克利福德·鲍勃（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Ｂｏｂ）展示了美国的福音派基督教团

体和枪支游说团体如何采纳框定和嫁 接等 作 为反 向 倡 导 战 略，破坏自 由 派 所

推动的包容同性恋和强化枪支管制理念。② 这一研究对主流研究的片面乐观

叙事提出了强烈质疑。鲍勃尖锐地指出，“一个令人共鸣的框架就能让对手妥

协吗？不，他们会掏出锤子，把它砸得粉碎……对手也不会向嫁接在既定原则

上的规范倡议低头。他们会拿出电锯，砍掉嫩芽，或者砍掉基干”。③ 在随后对

反定点清除（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规范的讨论中，鲍勃着重关注了对抗性的

跨国网络构建，指出各方围绕相关规范性质和意义的争论是一个持续 的 政 治

较量过程。④

还有一些学者讨论了规范保守者如何在新规范兴起的过程中采取各种手

段来维护现状，阻挠规范创新。⑤ 新兴规范的倡导者与反对者之间的辩论在早

前就得到了关 注。例 如，有 学 者 将“保 护 的 责 任”辩 论 中 的 参 与 者 分 为“倡 导

者”和“抵制 者”，展 示 少 数 国 家 如 何 在 多 边 平 台 要 求 重 新 谈 判，推 翻 已 有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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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① 类似阻力被广泛认为是规范形成受阻乃至失败的原因。② 有学者进一步

将这些行为体类型化为“规范保守者”。“规范保守者”可能是个人，社 会 网 络

或国家，他们试图通过利用制度惯性与现状优势，以各种可能方式来暗示改变

的高成本、无效率和不确定性，通过话语运作创造性地抵制 变 化，拒 绝 改 变 的

必要性，对规范的发展与实施进行战略性的阻挠。在一些情况下，一些抵制者

可能表示他们同意需要一个新规范，但对其内容或应用却有不同意见。③ 谈判

规则和国内政治等也可能为保守和抵 制者 提 供机 会 及 借 口，采取拖延 策 略 等

来克制规范发展势头。例如，在外层空间规则构建的争论中，美国就拒绝承认

某些问题的存在，同时拒绝谈判另一些已在议程上的事项。④ 一些国家在关于

废除核武器的辩论中也采取了类似的策 略。⑤ 这类争论更多是为了避免先例

或规则形成。⑥

（二）规范实践中存在对其适用性与有效性的争论

各种行为体经常对某些既有国际规范的具体规定和实际执行有着不同的

理解和偏好，可能会就这些规范应用到具体问题和政策案例时的有效性、合理

性，以及手段方式的选择等进行争论。⑦ 这类争论大都出现在规范地位大体确

立之后，通常发生在接受规范基本要求的行为者之间，主要围绕规范的约束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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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和执行过程展开。维纳的研究基本可被归入这一类。她 尤 其 关 注“基 本 规

范”（如保护公民和维护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国家与国际责任）、“标准化程序”或

实施这些价值规范的具体手段（如防止暴行的军事干预、对渔网尺寸规定的强

制执行等）之间所存在的合法性差别，与前者相比，后者更有可能出现争议。①

在她看来，相关方能够通过常态化与制度化辩论应对由合法性差距所 产 生 的

矛盾，使规范具有更大的合法性，而全球治理也将变得更加有效包容。② 这类

研究强调对目的与手段，以及规范正当性和规范适用性的区分。例如，不少研

究认为，至少就其外在表现而言，各国就“保护的责任”议题所进行的大多是应

用性质的的争 论（如“保 护 的 责 任”是 否 适 用 于 灾 难 救 援），而 非 基 本 原 则 的

辩论。③

（三）规范接受与本土化过程中不时出现争论

规范争论还表现在规范接受与内化 时 在地 方 层 面 所 遇 到 的 抵 制 和 抗 辩，

以及由之而来的选择性转化。④ 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规范扩散、内化和本土

化并不存在确定的标准模式，一 些 规 范 可 能 不 会 被“准 确 地”理 解 和“顺 利 地”

接受。⑤ 规范接受的过程往往涉及不同规 范 体系之间 的竞 争。规范的内化或

本土化可能经过接受方不同程度的筛选，同时还存在反馈效应。⑥ 争论对于规

范能否及如何被接受至关重要。它可能使行为体就规范的意义达成妥协和共

识，为规范赋予形 式 上 的 有 效 性，但 争 论 同 样 可 能 导 致 规 范 被 修 正 和 过 滤。⑦

早先的研究设计预设制度化等于遵守，结果“留下了一个重要的难题———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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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制度化水平相同的国家在如何发挥这些规范的作用方面可能表现出显著的

差异”。① 有学者对《罗马规约》等近十项国际法和规范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发

现这些规则和规范不是简单地“嫁接”到国家和地方环境中，而是在与“预先存

在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相结合后产生了不同含义。② 还有学者研究发现，东盟

在具体问题情境中的争论导致了对“保护的责任”的不同认知与行动。③

规范体系与规范内部存在着复杂纠 葛 和矛盾，不 同 行 为 体 对 规 范 也 有 不

同意见和诉求。规范竞争的普遍存在与重要意义成为学界的广泛共识。规范

在兴起倡导阶段就可能存在政治辩论 和较 量；甚而在规范形成后的扩 散 与 执

行阶段，不同行为体对同一规范规则的解读和践行也不尽相同，争论还出现在

本土化的权衡转化过程中。规范争论发生在规范发展的每一阶段。所有这些

争论都可能重塑规范。相关经验研究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证 据，确 立 了 规 范 争

论议程的重要性。

四、规范争论对规范演进的影响

规范争论研究获得了学 界 广 泛 的 重 视，但 至 今 没 有 形 成 统 一 的 纲 领，在

不少基本问题上存在不小的 争 议。这 突 出 表 现 为 在 理 论 和 实 证 分 析 中 都 存

在对于规范争论 影 响 的 不 同 看 法。这 也 是 当 前 研 究 的 一 大 热 点。④ 一 些 学

者对规范争 论 效 应 的 评 估 偏 向 消 极。⑤ 他 们 认 为，规 范 反 映 共 有 价 值 和 知

识，约束政治权力，超越了特殊利 益，与 之 相 对，争 论 则 为 追 求 各 自 特 殊 利 益

的行为者所驱 动，其 出 现 意 味 着 各 种“好”规 范 受 到 了“坏”威 胁。规 范 争 论

可能导致规范的侵蚀乃至“死 亡”，是 需 要 解 决 的“反 常 现 象”。⑥ 与之争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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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婉贞：《规范争论与东盟对“保护的责任”的不同应对》，《东南亚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６期，第７１—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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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则是后结构和后殖民理论等批判学派的观点。它们将规范争论理解为一

种解放实践。强调规范不是完全中性或积极的经验，而是一种统治形式，是对

权力关系的表达与（再）生产。① 国际规范由西方向外传播的过程无处不体现

着权力规训。② 争论 则 释 放 了 后 殖 民 空 间 中 那 些 被 压 制 的 最 边 缘 化 的 声 音。

他们于是将争论视为一种反抗和推翻霸权的斗争，是超越压迫，走向美好世界

的关键途径。③ 不过，在当前研究中居于主流的还是一种“多元性”理解，认为

争论是由背景知识差异，文化多样及价值多元驱动的，是一种正常的政治竞争

实践，无法预设其“进步性”或“反动性”。④ 相比前两者，“多元性”认识恐怕更

为准确，毕竟并非所有规范都值得保留（比如种族隔离），也并非所有的抗拒都

意味着解放。

在实证研究中，学 界 当 前 并 没 有 就 争 论 对 规 范 稳 健 性 的 影 响 达 成 一 致。

相关研究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个相互竞争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将争论视为规

范削弱的原因和标志，争论意味着问题、挑战与阻力。⑤ 争论的发起者基本被

概念化为“挑战者”“修正者”或“阻挠者”。⑥ 但是，也不是所有争论都会导致规

范削弱。研究发现，不少规范反而在争论过程中得到了巩固和加强。⑦ 另一种

观点则认为，争论实际上有助强化规范。争论可以促进参与和对话，有助于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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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ｔｊｅ　Ｗｉｅｎｅｒ，“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　Ｃｏｎｃｉｓ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Ｉｔｓ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ｐ．１１４．
Ｒｅｇｉｎａ　Ｈｅｌｌｅｒ，Ｍａｒｔｉｎ　Ｋａｈｌ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ａ　Ｐｉｓｏｉｕ，“Ｔｈｅ‘Ｄａｒｋ’Ｓｉｄｅ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Ｐｏｌｉｃｙ，”ｐｐ．２７８－３１２．
Ｒｙｄｅｒ　ＭｃＫｅｏｗｎ，“Ｎｏｒｍ　Ｒｅｇｒｅｓｓ：ＵＳ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ｌｏｗ　Ｄｅａ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ｒｔｕｒｅ　Ｎｏｒｍ，”

ｐｐ．５－２５；Ａｌａｎ　Ｂｌｏｏｍｆｉｅｌｄ，“Ｎｏｒｍ　Ａｎｔｉ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ｐｐ．
３１０－３３３．

Ｎｉｃｏｌｅ　Ｄｅｉｔｅｌｈｏｆｆ　ａｎｄ　Ｌｉｓｂｅｔｈ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Ｎｏｒｍ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Ｕｎｐａｃ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Ｎｏｒｍ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ｐｐ．２－１７；Ｎｉｃｏｌｅ　Ｄｅｉｔｅｌｈｏｆｆ　ａｎｄ　Ｌｉｓｂｅｔｈ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Ｔｈｉｎｇｓ　Ｗｅ　Ｌｏ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ｅ：
Ｈｏｗ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ｓ，”ｐｐ．５２－７６．



共识，澄清误解，或带来妥协与灵活性，帮助增强规范的正当性、显著性和效力。①

维纳是后一种意见的代表。② 她主张各方应以积极真诚的态度展开定期和常

态化的辩论，通过持续的对话协商填补“基本规范和标准化程序之间的合法性

差距”。③ 此外，争论 使 分 歧 具 有 可 见 性，有 助 于 将 之 纳 入 有 序 解 决 的 轨 道。④

例如，有学者聚焦“保护的责任”发展过程中各种围绕适用范围的争论，指出它

们可以帮助澄清该理念，推进其发展和接受。⑤ 不过，维纳等人也承认，过多的

争论可能会激化冲突，特别是持续被质疑和忽视累积起来将造成规范 正 当 性

与效力的削减。⑥

正在出现的共识是规范争论并不必 然 会削弱或 强 化 规 范。⑦ 接续规范演

进研究的整体脉络，当前研究致力于通过实证研究，探究为什么有时候争论导

致一些国际规范失去了影响力，而另一些国际规范则能保持稳健甚至 在 经 历

争论后变得更加有效。讨论这一问题首先要更准确地界定并测量规范的稳健

性。⑧ 实际上，对具体争论影响的评估也存在不同的判断。例如，一些研究者

认为小布什政府的冲击大大削弱了反 酷刑 规 范，而另一些研究者则认 为 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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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Ｊｏｎａｓ　Ｗｏｌｆｆ　ａｎｄ　Ｌｉｓｂｅｔｈ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ａｎｙａｎｓ　ａｎｄ　Ｂａｔｔｌｅ　Ｓｃｅｎｅｓ：Ｌｉｂｅｒａｌ　Ｎｏｒｍｓ，Ｃｏｎ－
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ｐ．９；Ｃｅｃｉｌｉａ　Ｊａｃｏｂ，“Ｆｒｏｍ　Ｎｏｒｍ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Ｎｏｒｍ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ｐ．３９２．

Ａｎｔｊｅ　Ｗｉｅｎｅｒ，Ｔｈｅ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３１；Ａｎｔｊｅ　Ｗｉｅｎｅｒ，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
ｔｉｏｎ，ｐｐ．１－２，３０；Ａｎｔｊｅ　Ｗｉｅｎｅｒ，“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２００．

Ａｎｔｊｅ　Ｗｉｅｎｅｒ，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ｐ．１９．
Ａｎｔｊｅ　Ｗｉｅｎｅｒ，“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Ｂａｇｇａｇ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ｌｌ　ｔｈｅ　Ｗａｙ，”ｉｎ　Ｏｌ－

ｉｖｅｒ　Ｋｅｓｓｌｅｒ，ｅｔ　ａｌ．，ｅｄｓ．，Ｏｎ　Ｒｕｌ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Ｋｒａｔｏｃｈｗｉ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１０，ｐ．２０３．

Ｃｒｉｓｔｉｎａ　Ｇ．Ｂａｄｅｓｃｕ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Ｇ．Ｗｅｉｓｓ，“Ｍｉ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Ｒ２Ｐ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Ｎｏｒｍｓ：Ａｎ　Ａｌ－
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Ｓｐｉｒ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Ｖｏｌ．１１，Ｎｏ．４，２０１０，ｐｐ．３５８－３５９．

Ａｎｔｊｅ　Ｗｉｅｎｅｒ，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ｐ．５９；一些学者试图寻找“临界点”，但未见 说 服 力 的 结

果，参见Ｉａｎ　Ｃｌａｒｋ，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Ｋａｅｍｐｆ，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Ｒｅｕｓ－Ｓｍｉｔ，ａｎｄ　Ｅｍｉｌｙ　Ｔａｎｎｏｃｋ，“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Ｗａｒ？Ｂｅｙｏｎｄ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２４，Ｎｏ．２，
２０１８，ｐ．３２１。

Ｊｏｎａｓ　Ｗｏｌｆｆ　ａｎｄ　Ｌｉｓｂｅｔｈ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ａｎｙａｎｓ　ａｎｄ　Ｂａｔｔｌｅ　Ｓｃｅｎｅｓ：Ｌｉｂｅｒａｌ　Ｎｏｒｍｓ，Ｃｏｎ－
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ｐｐ．５１３－５３４；Ｎｉｃｏｌｅ　Ｄｅｉｔｅｌｈｏｆ　ａｎｄ　Ｌｉｓｂｅｔｈ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Ｔｈｉｎｇｓ　Ｗｅ
Ｌｏ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ｅ：Ｈｏｗ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ｐｐ．５６－５９；Ｈａｒａｌｄ　Ｍü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Ｃａｒｍｅｎ　Ｗｕｎｄｅｒｌｉｃｈ，“Ｎｏｔ　Ｌｏｓｔ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Ｈｏｗ　Ｎｏｒｍ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Ｆｒａｍｅ　Ｎｏｒ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Ｎｏｎ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ｍ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
３９，Ｎｏ．３，２０１８，ｐ．１；Ｎｉｃｏｌｅ　Ｄｅｉｔｅｌｈｏｆ　ａｎｄ　Ｌｉｓｂｅｔｈ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Ｎｏｒｍ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Ｕｎｐａｃ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Ｎｏｒｍ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ｐｐ．２－１７．

Ａｎｔｊｅ　Ｗｉｅｎｅｒ，“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５６；Ａｎｔｊｅ　Ｗｉｅｎｅｒ，“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Ｂａｇｇａｇ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ｃｏｕｎ－
ｔｅｒｓ：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ｌｌ　ｔｈｅ　Ｗａｙ，”ｐ．２０３．有时候，出现争论本身并不能作为规范受损的表现，相反凸显了其

政策相关性与话语锚定作用。



规范依旧是稳健的。① 有人认为“保护的责任”因持续的争论而走向消亡，有人

则认为其地位因之得到了巩固。② 如何将“稳健性”概念操作化，学者们的做法

也不同。一些人关注行动实践，而另一些人则聚焦话语表达，更多的人则试图

综合这两个维度。法兰克福和平研究所研究员尼克尔·德特霍夫（Ｎｉｃｏｌｅ　Ｄｅｉ－
ｔｅｌｈｏｆｆ）和法兰克福 大 学 教 授 莉 斯 贝 丝·齐 默 尔 曼（Ｌｉｓｂｅｔｈ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列

举了规范稳健性的四个维度及指标：对规范的认可（涉及国家和公众对规范合

法性的接受和对负责监督／执行规范的制度的合法性认可）；对 违 反 规 范 的 反

应（包括话语上的和／或物质上的制裁）；实践层面的遵守（符合规 范 的 行 为 水

平）和实施层面 的 执 行（将 规 范 纳 入 政 策 文 件、议 定 书、国 际 和 区 域 组 织 的 标

准，建立国内、区域和国际制度，以及纳入国内法的程度）。③

同时，各种争论的具体表现也千差万别，存在显著差异，很难一概而论。④

学者们根据不同的标准对规范竞争形式进 行 类型化。就 争 论 所 涉 对 象 而 言，
维纳将不同规范分为基础规范、组织原则和标准化程序，它们的具体化与清晰

程度也有高低区分，引发争议的可能性 及遇 到 争论时的 稳 健 性 也 有 差 异。同

时，从争论方式看，规范争论可分为明显（通过争论、反对、质疑或审议等）的争

论和含蓄（忽视、否定或漠视等）的争论，或者表面反应式（ｒｅａｃｔｉｖｅ）争论和主动

深入型（ｐｒｏａｃｔｉｖｅ）争论。⑤ 就争论的靶向而言，规范争论主要又被分为正当性

争论和适用性争论，前者则旨在解决行为体想要坚持哪些规范的问题，而后者

试图澄清规范是 否 适 用 于 特 定 情 况 以 及 在 某 个 情 况 下 需 要 采 取 何 种 行 动。⑥

就争论的表现载体而言，可以分为话语争论和行为争论。⑦ 不少研究选择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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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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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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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　ａｌ．，ｅｄｓ．，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Ｒｅｇｉｍｅ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ｐ．１６５－１８９．
Ｄａｖｉｄ　Ｒｉｅｆｆ，“Ｒ２Ｐ，Ｒ．Ｉ．Ｐ．，”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７，２０１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ｙ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２０１１／１１／０８／ｏｐｉｎｉｏｎ／ｒ２ｐ－ｒｉｐ．ｈｔｍｌ？＿ｒ＝０，２０２２－０２－１２；Ａｌｅｘ　Ｊ．Ｂｅｌｌａｍｙ，“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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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为切入口来分析争论，虽然很多时候“行动的作用要远大于言语”。① 就争论

如何影响规范稳健性的问题，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维度展开讨论。

（一）规范挑战者的不同特征影响到规范稳健性

规范争论对于规范稳健性的影响同 谁 是规范挑 战 者 与 规范 捍 卫 者（特 别

是双方相对软硬实力的对比）有密切关系。不同行为体参与规范争论的机会、
资源、能力和动力是不同的。② 有关规范退化的一些研究提出，那些具有更大

（话语和物质）权力的行为体更有可能挑战规范，且他们的冲击相比其他群 体

的质疑更容易破坏规范的稳健性。③ 理由不难理解。这些行为体通常不容易

受到外部制裁，较少需要他方合作，更容易承受不遵守规范的后果。④ 面对冲

击，其他行为体往往缺乏意愿与能力，也 很难 联 合 起 来 进 行 反 制。因 此，一 些

学者预期受到美国或其他大国挑战的规范如反酷刑等将被削弱。⑤ 但是，其他

研究发现，不少受到这些国家抵制和冲击的规则和规范并没有经历深 刻 的 衰

退，相反还表现出韧性。例如，反酷刑规范在美国及一些与之合作的国家那里

可能被削弱了，但在全球范围内似乎得到了加强。单纯 依 靠 规 范 挑 战 者 的 力

量优势并不能解释规范争论的结果，包括对规范稳健性的影响。⑥ 在参与者维

度，另一个受到注意的因素是挑战者的广泛性，不仅涉及数 量 的 多 少，还 包 括

类型的多样化。一些学者认为，如果挑战来自不同类型行为者的联合，而非单

独个体或是特定群体，规范可能会受到更大的冲击；相反，得 到 各 类 行 为 体 的

广泛认可则有助于维护规范。⑦ 这些判断还有待进一步系统检验。同时，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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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或许也有必要将“力量对比”更明确地放在具体情境（如规则平台）下加以

讨论。

（二）规范嵌入性与法制化程度影响到规范稳健性

规范是否被制度化以及嵌入秩序规范体系的程度也影响到规范在面对争

议时的稳健性。社会规范构成一个文化体系。特定的规范（不 对 战 俘 施 以 酷

刑）往往被嵌入到某一国际法规则中（日内瓦条约），而这一规则又被嵌入到一

个更大的规范系统中（人道主义和人权规范），而后者又是国际法与国际社 会

秩序的一部分，受到某些基础性和原则性规范的支撑。一些学者认为，某些特

定的价值捆绑和规范联系可能有助或阻碍规范挑战。① 还有学者指出，在具体

规范 和 秩 序 体 系 之 间 还 存 在 着 个 中 间 层 次，可 以 称 为 规 范 集 群（ｎｏｒｍ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其中的规则相互加强，共同规范着社会生活的某个领域。而这个规

范集群的网络特征是规范争论和规范稳 健 性之间重 要 的 中 介变 量。② 当一个

规范是一个更广泛的制度的一部分时，它既支持其他制度规范，又为这些规范

所加强。③ 只要各方继续接受它们所嵌入的规范体系的有效性，相关规范就很

难被消灭或取代。这一命题得到了一些案例的支撑，但也有待继续检验。④

另一个相关命题是规范的制度化能 增 强 稳 健 性。一 般 认 为，制 度 限 制 了

可接受的反应（包括质疑）的范围，一个法制化了的规范可能更具权威性，更不

容易被质疑所削弱。⑤ 制度化的规则要求，无论是实践还是话语，都“约束”着

争论。⑥ 法制化特性在隔离挑战并使其非政治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⑦ 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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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机制框架内有序地展开争论将有助于更好地控制分歧。① 延续这种思路，

规范要求的精确性是另一个重要因素。更多的明确性可能会减少程序性争论

和应用性争论。② 不过，明确性也可能有一个反面效应，它减少了回旋空间，更

难模糊处理，也就更不好变通和修复。③ 在现实中，一些高度制度化的规范显

示出持续的稳健性（如反化学武器规范），而另外一些规范的稳健性则有所 下

降（如反酷刑规范）。如此看来，法制化恐怕是把双刃剑，需要综合考虑其两面

效应加以判断。这里还需要注意研究设计中的选择偏误和 内 生 性 问 题，毕 竟

法制化程度高本身就说明了相关规范 的高 接 受度，换言之这些规范原 本 就 更

为稳健。法制化的独立效应也有待进一步的验证。

（三）规范争论的不同形式与指向影响到规范稳健性

规范争论过程本身有不同形式与指向。有学者区分了有关“保护的责任”

的程序性争论（围绕特定规范进行讨论与决策的适当论坛）与实质性争论（针

对规范的内容与恰当性）。④ 德特霍夫和齐默尔曼强调争论的不同指向可能导

致强化或是削弱规范的不同后果。他们认为，对规范的挑战有两种主要形式，

或质疑规范本身的适当性（ｖａｌｉｄｉｔｙ），或质疑其具体应用是否合适。⑤ 其中，应

用性（或者说适用性）争论有助于澄清、界定在何种情况下应采取符合规范 的

行动，从而扩展 或 加 强 一 个 规 范。与 之 相 反，适 当 性 辩 论 直 接 挑 战 规 范 的 核

心，质疑其价值正当性，批评规范本身的效力或合法性，更 有 可 能 降 低 规 范 的

稳健性，造成规范衰败。不过，两位学者也注意到，合 法 性 争 论 并 不 会 自 动 导

致规范侵蚀，而应用性争论也可能造成削弱规范的长期影响，同时还有其他因

素在发挥重要作用。⑥ 目前并没有充分的实证证据表明上述关系模式是普遍

及稳定的，还需要更多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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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除了强 化 或 弱 化 这 二 元 区 分，争 论 对 规 范 的 实 际 影 响 要 更 为 复

杂，需要在具体过程中加以识别。有学 者 进一 步区 分了 规 范 争 论 中 的 框 架 和

主张这两个基本维度，强调二者的不同组合方式解释了规范竞争四种 不 同 的

结果：规范 澄 清（ｎｏｒｍ　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规 范 承 认（ｎｏｒｍ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规 范 僵 局

（ｎｏｒｍ　ｉｍｐａｓｓｅ）和规范 忽 视（ｎｏｒｍ　ｎｅｇｌｅｃｔ）。当 出 现 对 框 架 和 主 张 的 一 致 意

见时，规范的意义就变得更加清晰，疑问变小，规 范 澄 清 得 以 实 现。规 范 僵 局

则是规范澄清的反面。在这种情况下，关 键国 家继 续对 规 范 框 架 的 范 围 应 扩

大或是缩小（例如“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是否可以触发“自卫权”），或对哪种

规范框架更适用（例如公海自由与可持续渔业开发），以及对什么是正确的 要

求产生分歧。在这种规范僵局下，针对规范的怀疑与不确定性将会持续存在。

当相关方认同规范框架，但对主张有不同意见时，就会出现 规 范 承 认，它 意 味

着对规范争论的部分解决。尽管各方在框架上有持续的分 歧，但 在 行 动 主 张

上存在一致时，就会发生规范忽视。此时尽管能够采取行动，但规范的不确定

性仍然存在，共识是暂时和有限的，最终可能导向规范僵局或规范澄清。这是

一个笼统但有意义的框架，值得后续结合更多实际案例加以探讨。①

总之，规范争论对规范稳健性的影响是当前研究的焦点，但还没有得到明

确且被普遍接受的结论。正在形成的共识是，规范 争论 既 可 以 削 弱 也 可 以 加

强规范，取决于一系列具体条件。② 本文认为，更值得开拓的方向或许是超越

“争论削弱还是增强规范稳健性”的问题，更为全面地分析争论对于规范演 进

的影响。即便是就稳健性而言，学者们恐怕需要进一步完善理论猜想，更细致

地处理各种“双刃剑”效应，具体阐明不同竞争类型增强或减少规范稳健性 的

条件。还需要避免将不同意见理解为 彼 此对 立 和 取 代 的 关 系。实 际 上，彼 此

竞争的规范主张间也可能出现相互学习和互为补充的结果。③ 此外，争论参与

者的现实手段和真实目的往往并不对 应。在很多情况下，相 比 直 接 质 疑 既 定

规范的正当性，某些行为体更可能将应用性争论作为遏制规范扩散的策略，通

过限制使用或扩大例外来削弱规范。④ 同样的争论话语和行为在规范演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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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阶段可能有不同的效果。争论会对规范演进产生怎样的 影 响，恐 怕 还 得 结

合具体情况，比如它发生在规范演进的哪个阶段来加以探讨。

五、后续研究建议与展望

上述讨论总结了规范争论议程的核心主张和已有进展。其中已经涉及了

相关研究亟待 解 决 的 一 些 问 题 与 不 足。回 到 前 面 提 到 的 学 术 脉 络 和 现 实 背

景，结合中国外交需要，本文建议规范争论研究后续集中处 理 三 大 挑 战，进 一

步拓展研究议程，分别是：整合规范效应与规范争论研究，构建统一研究框架；

打通理念话语同权力及制度变量的关 系，更全面地分析规范争论中的 策 略 选

择问题；回应规范争论和世界政治大变局的关联，思考如何在规范争论过程中

推进和平有序的秩序变迁。

（一）整合规范效应与规范争论研究，探索构建统一理论框架

首先，相比此前由“规范生命周期”框架主导的时期，规范争论研究依然缺

乏统一的研究纲领，没有一致的理论预设和分析议程，更多围绕着具体案例或

局部问题展开，呈现出碎片化的迹象。争论是不同理念主张的碰撞冲突，还是

行为体驱动？争论是因为对某一规范的不同理解，还是不同利益的政治较量？

学者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大相径庭。规范争论也没有清晰的 边 界，存 在 被 泛 化

之势。

规范争论研究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中的位置也有待厘清。规范

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规范争论研究更加强调将规范视为一

种进程，规范一方面是构建行为体身份与实践的社会结构性存在，另一方面也

为行为体通过社会实践的互动所建构。规范争论研究同时还强调行为体能动

性，将规范的生成、扩散、衰退都理解为 各 方行为 体 互 相 竞 争 的 结 果。争 论 成

为了规范的内在属性与自然现象。结果，规范 争论 研究 的 推 进 再 次 遇 到 了 国

际关系理论中经典的结构与自主性难 题，以及理念本体论与实证方法 论 间 的

紧张。而这又集中表现为如何将规范争论与既有的规范效应研究相整合的问

题。规范与观念不同。观念可以为个人持有，既可以有直接的行为意义，也可

能没有。规范则是一个社群对适当行为的共同预期，是一种主体间性的观念，

一般带有行为意义。规范争论研究放弃了此前研究中“某个规范的 意 义 对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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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一样”的隐含假定。① 规范不再被视作共有理解，相反强调其含义具

有内在争议和不稳定性，其意义取决于时间、空间和社会背 景，在 竞 争 动 态 中

不断生成。但是，“一个有争议的规范”这一表达本身就同强调共 享 性 的 主 流

定义构成了矛盾。② 特别是就实证研究设计而言，把规范视作既定的存在可以

说是识别规范成立与否与作用大小的操作前提。③ 结果，理论和经验层面的矛

盾提出了重要问题：规范的存在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争议 始 终 存 在，如 何 区

分一个规范是否已成立？在辨识规范有何效应的具体研究 中，如 何 处 理 规 范

含义本身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可以说，虽然规范争论已成为前沿热点，但并

不容易被整合进规范研究的已有理论框架。

因此，虽然规范争论研究具有很大的潜力，但仍然需要解决一些触及其理

论核心的深刻挑战。相关研究需要找 到 更完 善 的本 体 论 论 述 与 操 作 化 定 义，

更好维持规范作为国际关系核心分析概念的地位。规范争论研究尤其凸显了

稳定与变化，以及实证主义认识论和建构主义本体论之间 的 紧 张 关 系。在 这

方面，实践本体论与历史制度主义路径提供了较好的解决 思 路。实 践 是 连 接

物质与意识，结构和能动性的纽带，这个“动态的物质和意识形态过程，使结构

得以稳定或发展，行动者得以复制或改变结构”。④ 规范的意义由实践所生成，

又为实践所复制、改变和加强。⑤ 在具体实证分析中，相关研究要注意与历史

制度主义等结合，关注时间维度，将规范争论问题放在具体历史脉络中加以处

理，重点考虑关键历史节点和路径依赖效应，包括借鉴渐进式制度变迁的理论

逻辑，注重不同历史阶段的差异性，在具体实践动态中处理相关问题。

（二）深入探究规范争论中的行为体策略及互动过程

同时，既有研究目前仍集中于探讨规 范 争论 为何出 现 以 及 它 对 规 范 演 进

的影响。随着争论议题重要性的确立，下 一步 可以 更多 关 注 行 为 体 在 争 论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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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的策略选择与互动交锋过程。在这个维度，需 要进 一 步 突 破 传 统 范 式 思

维的局限，打通后果性逻辑和适当性逻辑，综合考虑权力政 治、利 益 纠 葛 与 制

度平台环境等与规范争论的交互影响，特别是充分注意“说辞逻辑”和“话语压

制”机制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规范争论的大多数讨论依然有明显的倾向性，包含一

定的意识形态预设。既有研究基本由建立在适当性逻辑基础下的“寻 求 和 争

辩真理的逻辑”所主导，侧重行为体如何在沟通协商中判定并选择 那 些 好 的、
正确的标准，以及在既定情境下哪种规范更适用。① 他们虽然认识到主体间理

解的多样性乃至冲突性，却一定程度上预设了争论参与者的真诚意图 和 平 等

地位，相信他们最终将乐于接受更好的论证以寻求理性共 识。维 纳 等 大 多 数

规范争论研究者都采取了类似的假定，虽然他们也认识到了不同主体 间 的 差

异。② 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围绕国际规范的多边 讨 论 充 满着 各 种 机 巧算计。③

有关规范建设、传播与践行的争论中，参与方的主导动机在很多情况下是自利

的。④ 话语沟通的过程并不一定真诚平和。⑤ 关注行为体之间“策略性的话语

实践与论辩互动”的“说辞理论”在不少情况下要更为切实。谈判是一定 社 会

情境下对合法性的争夺，往往只是参与者实现自身主张的渠道。⑥ 各方要实现

自身目的，借助的不是物质奖惩诱压，而是与声誉和形象考虑密切相关的社会

压力。⑦ 说辞逻辑在近年的建构主义研究中开始受到了注意，但还有进一步拓

展的空间。⑧ 同时，在话语互动过程中，一方除了通过说服赢得支持力量，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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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通过话语压制对手，迫使对方就范的话语压制机制。规 范 争 论 还 是 个 交

互过程，需要全面考察规范挑战者和捍卫者的身份、地位及其所具有的话语权

资源等，还要注意区分规范争论的表面说辞与行为体的真 实 意 图。随 着 规 范

争论在规范演进中重要性的确立，规范争论的策略选择与运作，包括争论平台

与相应的程序规则，以及持有不同立场和主张的行为体间的互动过程，应该成

为规范争论下一步探究的重点。① 这将有助于打开研究空间，拓展案例分析的

范围，强化其系统性，并更好地对接现实需要。

（三）回应世界政治大变局，强化结合国家话语权战略需要的研究

在大国战略竞争和国际秩序转型的 背 景下，规 范 争 论 及 其 对 全 球 治 理 规

则塑造的重要性日渐凸显。规范争论与国际秩序整体变迁 的 关 系 如 何，这 在

现有文献中仍然没有得到充分说明。考虑到大变局下世界政治权势转移与文

化多元对国际秩序变迁的影响，规范争论存在着广阔的研究空间。

规范争论研究不能再回避权力政治。② 应当承认，对权力变动在规范争论

中所起的作用，相关理解和理论化程度很低。③ 权力变动、制度竞争与秩序变

迁都涉及合法性争夺。争论不仅由理念分歧所驱动，还 有 各 种 政 治 势 力 借 之

设计规则，塑造行动，影响分配。④ 既然思想和身份是权力关系的场所，规范争

论作为战略性社会建构的过程，其中的权力斗争是可以预 料 的。物 质 和 话 语

资源对比是影响规范争论结果的一个关键因素。后续研究需要将权力因素放

在分析中更加显要的位置，更好地把握各种力量间的分化组合对规范 争 论 及

秩序变迁的影响。⑤

在此基础上，值得探讨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在 争 论 过 程 中 克 服 权 力 斗 争

与意识形态对抗的干扰，尽可能地推动和平有序的规范与 秩 序 变 迁。当 前 中

美竞争态势日益显现，中美两国间关于经济、安全、气候 等 各 领 域 规 范 的 竞 争

受到关注，如政治领域中的主权与干涉规范的竞争、多边安全合作与同盟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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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经济领域中不同对外援助规范和发展理念的竞争等。① 如何在这些争论

过程中，一方面维护自身立场，实现和拓展自身的合理诉求，同 时 又 避 免 激 化

意识形态矛盾，牵连其他战略冲突，如何最终使后西方时代的国际规范具有更

强的包容性和共享性，是值得深入思索的问题。

结　　语

规范争论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探索 的 热点，同 时 有 着 重 要 的 现 实 政 策 意

义。本文对规范竞争研究进行梳理，并对后 续 研 究 思 路 提 出 建 议。规 范 争 论

研究聚焦国际规范演进中存在争议和挑战的可能性，将规范视为一种动态“进

程”而非静态“存在”，强调规范的内在矛盾与动态模糊性，同时重视主体 能 动

性，聚焦不同行为体围绕规范发展和应 用所 展 开的较量。相 关 案 例 研 究 揭 示

了贯穿于规范演进过程始终的争论，以及它们对规范发展 的 影 响。争 论 对 规

范稳健性的影响受制于规范挑战者和 规范 捍 卫者 的 特 征、争论行为本 身 的 特

征以及规范的制度化和嵌入性程度等因素。相关理论主要依靠案例研究等定

性方法加以检验，因而结论覆盖性有限，尚没有形成确定的共识。

规范争论研究维持了规范研究的学术吸引力，拓展了经验研究的空间，激

活了建构主义的理论议程，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学 界 后 续 需 要 重 新 思

考规范研究的理论前提，引入实践论转向与历史制度主义思维，整合规范效应

与规范争论研究，探索构建贯通式的理论框架，同时要打通与权力及制度变量

的关系，更全面地分析规范争论中的策略选择问题，进而回应世界政治大变局

的挑战，思考如何通过有序的规范争论来推进和平的秩序 变 迁。中 国 已 日 益

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加强对国际规范争论研究，对回应构建国际话语权等国家

战略需求，探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自主创新、发展全球国际关系学等都有重

要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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