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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观点　20 世纪 70 年代是国际社会发生转折的历史时期, 世界政治发展呈现出以国

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新趋势。在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中, 南北之间

的相互依存是一种典型的不对称相互依赖。80 年代以来墨美关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

为分析南北间相互依存的典范。1994 年墨、美、加 3 国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它为墨西哥

提供了墨美合作的机制保障, 双边关系的相互依存进入了新阶段。作者从跨国管理、非国家行

为体的作用、国内政治力量的跨国联系、议题的多样性、利用相互依赖的敏感性与脆弱性、国内

利益的分化提出的新的政治要求这些方面考察了墨美之间的相互依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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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 70 年代, 美国学术界展开了对跨国

关系的讨论, 其成果之一当推美国著名学者罗伯

特·基奥恩和约瑟夫·奈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

赖》一书。在该著作中, 他们开宗明义地声称:“我

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这种说法旨在提

醒人们国际政治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国际问题

的传统议程——大国均势、国家自身的安全、武力

和威胁使用武力——再也无法界定我们面临的威

胁, 也难以诠释未来的前景。”①20 世纪 70 年代是

国际社会发生转折的历史时期, 两极对抗趋向缓

和, 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崛起并提出新的政治经济

主张, 以影响国际体系的议程设置。不同于传统的

国家行为体, 国际体系中的非国家行为体日趋活

跃。世界政治发展呈现出以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

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新趋势。建立在跨

国关系迅猛发展基础上的相互联系强化了国际社

会的相互依存: 跨国公司成为国内政治和对外政

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间和各种超国家组织行

为体的国际交往日趋紧密, 跨国界的商品、投资、

人员和信息的流动日趋频繁。冷战结束后国家间

联系进一步增强, 超国家组织的发展和非国家行

为体重要性的提升, 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

位相对下降, 经济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议题。环

境保护、移民、贸易、投资等这些在 70 年代受到关

注的问题现在已经占据全球化进程的中心位置,

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界线更加模糊, 上述这些

现象构成了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的主要内容。

一

建立在跨国联系基础上的复合相互依赖多用

来解释具有更多共同利益的国家之间的关系 (如

发达国家体系的内部关系) , 但这并不意味着相互

依赖分析不适用于南北关系, 1973 年欧佩克组织

宣布将石油价格从每桶 2. 35 美元升至 11. 65 美

元, 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直

接推动西方学术界将相互依赖问题提上研究议程。

在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中, 南北之间的相互

依存是一种典型的不对称相互依赖, 北方国家付

出代价少、自主权限制较少、收益较大; 而南方国

家付出代价较大、自主权限制较大、收益较小。不

过, 在各国相互联系日趋紧密的现实中, 跨国间的

商业往来, 政府间的联系, 国家间的多渠道联系,

增强了各国对彼此政策的敏感性, 影响议程设置

的因素更加多样化。在军事实力和国家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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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国际关系舞台中心的传统政治中, 总体力量较

为弱小的国家, 即使能在某些领域占有优势, 基本

上无法影响议程设置; 相互依赖的结构则为弱小

国家提供了发挥联系战略的机会, 因此, 弱国与强

国在讨价还价中获取让步和利益的机会增加了。

七八十年代以拉美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与西方

国家的权力博弈中成功地争取到领海主权和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权力, 这一事件反映出南方国

家集体谈判能力的提高。考察南北双边关系的现

实, 80 年代以来墨美关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作为分析南北间相互依存的示范, 特别是两国

边界地区的发展能充分反映出跨国关系对世界政

治发展的意义。

墨美关系一向被视为浓缩南北关系主要内涵

的一个典范。两国有着约 3 220 千米长的边界线。

与美国接壤曾给墨西哥带来沉重的屈辱, 在 19 世

纪美国夺去了墨西哥一半的疆域, 长期以来墨西

哥人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下。在大部分历史时期, 墨

西哥都在试图保持和拉开与美国的距离。然而, 无

论墨美关系亲疏与否, 美国始终是影响墨西哥发

展的最为重要的外部力量。“可怜的墨西哥, 离上

帝太远, 离美国太近”。在历史上美国几次陈兵边

界, 干涉墨西哥的内政。墨美之间权力格局具有极

端的不对称性。

到 20 世纪 90 年代, 墨美关系呈现出另一番

情形。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这样描述两国

商业联系的繁荣景象: 每天都有 100 万桶石油、

432 吨胡椒粉、价值 510 万美元的汽车零部件经

过墨美边界, 从 1988 年到 1999 年美墨两国航空

乘客数量增长了 1 倍。② 这印证了国际政治学家

亚历克斯·英克尔斯早在 70 年代后期所指出的:

“各种形式的跨国联系每 10 年翻一番。”③席卷世

界的全球化浪潮进一步加速了跨国联系的发展。

80 年代以来墨美关系的实质性突破归因于两国

间经济的这种相互依存性。

边界地区是双边经贸合作最先启动的地带。

边界地区的真正发展始于 60 年代, 1964 年美国

单方面终止了与墨西哥签署的劳工协议, 导致数

万名劳工无法进入美国而滞留边界。为了安置这

些劳工、开发边界地区, 1965 年墨西哥政府通过

了促进墨西哥北部地区就业和发展的边境地区计

划, 旨在发展边界地区的客户工业。④ 经过 20 年

的发展, 墨美边界地区被经济学家称为世界经济

增长最快的地区。在现有的地区贸易集团中, 边境

贸易占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美墨边境地

区是最高的。⑤两国的跨国商业交往将边界地区

密切联系在一起。1999 年经过边界地区的双边贸

易额达到 1 966 亿美元, 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 FTA ) 通过之前的 815 亿美元相比, 增长了

141%。从 1988 年到 1993 年, 与墨西哥接壤的得

克萨斯州对墨西哥的出口额占该州出口总额的

33% , 1994 年之后这一比重上升到 36%。自 1987

年以来, 得克萨斯州对墨西哥的出口额年增长超

过 14% , 而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额年均增长只

有 9%。⑥在NA FTA 谈判期间, 得克萨斯州几乎

所有的众议院代表都坚定支持NA FTA , 经济上

的相互依赖促成了跨国间政治联盟的形成。

边界地区功能型的一体化是推动墨美一体化

的基石。从 80 年代后期开始, 墨美签署了多个具

有重要意义的协定。⑦ 1986 年墨西哥加入了关贸

总协定, 在此基础上, 1994 年墨、美、加 3 国签署

了NA FTA , 此举对墨美两国、特别是对墨西哥意

义重大, 墨西哥的学者甚至将其称为“本国进入工

业社会以来发生的第二次重大转变, 是墨西哥真

正融入全球经济的根本性变革。”⑧NA FTA 为墨

西哥提供了墨美合作的机制保障, 双边关系的相

互依存进入了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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