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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国际体系正经历深刻转型, 基辛格称其为

/四百年未有之变局 0, 并非虚言。哈斯的 /无极时

代 0、梅德韦杰夫的 /多极化时代 0、萨科齐的 /相对

大国时代0等等说法, 虽是站在不同立场和角度定

位 /新时代 0, 但都说明对于时代之变与体系之变,

各国都深有体悟并开始全力应对。中国既是体系转

型的重要原因,也将受到转型的深度影响,理应更加

清醒判断形势,更具战略自觉与战略胆识。

国际体系虽然杂乱,但并非无序,实则国际格局

与国际秩序之统称。国际格局乃力量对比及其相互

关系, 冷战结束后, 中国多以 /一超多强 0描述之。

/一超多强0者, /一超 0为尊, /多强 0为用; /一超 0

多能主导国际事务, /多强 0纵有掣肘之意, 也难收

牵制之效。而且, /多强0均将与 /一超0的关系视作

重中之重,处理同他国关系往往掂量美方反应。过

去十多年美国所以能在中俄、欧俄、中日等大国间左

右逢源、纵横捭阖, 除实力与影响力如日中天, 也在

于美看透大国上述心思之故。而如今, /多强 0与

/一超0的力量对比虽未质变, 但布局已然生变, 国

际格局已显露出 /多强一超 0特征。 /多强一超 0与

/一超多强0看似简单的次序颠倒,却反映了自 / 9#

110(恐怖袭击 )至 / 9# 150 (华尔街海啸 )以来国际

政治的新现实,即,美虽仍为 /一超 0, 但实力与影响

力与上世纪 90年代巅峰期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多强0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力明显上升, 美国行事

不得不认真考虑 /多强 0反应; /多强 0并敢于公开挑

战美之霸权而令美无可奈何, 俄强力应对 /俄格冲

突 0、法德公开倡建 /布雷顿森林体系Ò0, 均为表

现。甚至被美贬为 /失败 0国家的朝鲜、伊朗、委内

瑞拉等,也屡屡走边缘,坚守国家利益不为所动。

国际秩序即国际社会主要成员大体尊奉或生存

其间的各种制度安排、行为准则、理念框范。自威斯

特伐利亚体系以来,欧风美雨东渐,成为国际秩序的

主导性因素。二战后建立的种种秩序, 看似东西方

不同制度国家协商的结果, 实际上制度、规则、话语

很大程度上也为西方主导。而这一局面目前正在改

观。一方面,非西方力量整体提升,使西方世界开始

侧目 /权势东移 0的现实;新兴力量群体走上崛起或

复兴之路,则使老牌强国不得不思考主动或被动让

渡部分权利。另一方面, 既有各种国际制度安排及

观念理念在全球化的深刻影响下也日渐不敷所需,

亟待调整与变革。事实上, 各种改革的细流已在汇

聚,金融危机则使其相与为潮。有的改革已初具雏

形, 如金融危机催生金融秩序改革提前到来。G20

峰会一而再、再而三, 机制化已成定局, G7 /G8地位

相形下降。货币格局多元化、贸易结算 /本地化 0、

外汇储备 /非美元化 0、超主权货币成为热议等, 显

示美元霸权遭遇历史性挑战。 IMF、世界银行改革

也已提上日程; 联合国改革虽一波三折, 但其势难

挡。各种区域性政治秩序重组异常活跃;有的后来

居上,如气候秩序构建。欧日主导局面正在改观,

美、中、印等大国呼吁合作, 年底哥本哈根会议很可

能成为大国平等协商新的气候变化机制的重要平

台; 有的则杂乱无章,如国际安全秩序。朝核、伊核

危机不见曙光, 核不扩散机制岌岌可危, /无核世

界0倡议虽应时而起, 但大国安全合作前景依然难

料。

此外,传统民族国家虽依然是国际政治主体,但

非国家行为体愈益活跃,恐怖组织、跨国公司、国际

非政府组织成为国际体系新的塑造或破坏力量。人

口结构变迁、社会结构变异、国家结构重组、国际秩

序重建,构成当前及未来十年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

国际体系转型带给中国的,更多是机遇。其一,

/百年一遇 0的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衰退, 使

得美国战略重心转向 /拼经济、塑形象 0, 各大国也

首次将 /求合作、谋发展0视为重中之重, 而这正是

中国所极力推动的。中国经济实力、独特影响力乃

至发展理念, 无形中得到放大, 话语权必然相形提

高。其二, 在此乱世, 美国霸权地位下沉、俄欧躁动

不安、日印难堪大任、发展中国家前景迷惘, 中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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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几乎所有力量借重的对象,一举一动将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体系转型的方向, 外交空间明显增大。其

三,发展模式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新热点,中国模式

得到更多认同。曾几何时, 中国模式招致西方世界

围攻, 但改革开放 30年的成功实践、国际金融危机

引发的关于发展模式的全球性辩论、自由资本主义

模式遭到质疑等,使中国模式显示出生命力、活力,

开始得到世界多国的认同, 甚至美欧也开始调整思

维,对中国体制包容性加大。这将极大提升中国处

理国际事务的自信心。

机遇虽客观存在, 但能否把握得住则有赖战略

自省、战略胆识与战略谋划。战略自省意味着清醒

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 战略胆识意味着关键时期要

敢于出手、有所作为, 战略谋划则意味着有所作为必

须讲求策略,即 /有所作为, 韬光养晦 0。目前, 部分

美国战略界人士已向中国发起 /中美共治 0之邀,呼

吁构建 /两国集团 0;而另一些国家越发警觉中国下

一步的走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期待更甚;中国

普通民众则梦想 /均富 0、/和谐 0、统一、和平。凡此

不同呼声恰恰反映了今日中国之 /多元一体0复杂

身份: 既是发展中国家代言人, 又是新兴大国象征,

还是 /大国俱乐部 0争相吸纳的新成员;既是 GDP坐

三望二、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的经济强国, 又是人均

GDP百位以后、区域发展差距巨大的经济 /弱国0;

既是被各种 /中国威胁论 0极力渲染的军事大国,又

是现代化军事实力与美、俄、日、欧等大国仍有重大

差距的国家。如何将多重身份兼容并蓄并在平衡各

方需求基础上加以灵巧运用,是中国谋求应对体系

之变的第一步。

中国要想在国际体系转型关头谋求最有利的位

置,第二步须 /对内施仁政 0, 即利用各国忙于自救

之机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当前,各大

国都在暗中进行能力竞赛和耐力竞争, 谁第一个走

出危机,谁就将占得先机,也就更有能力塑造体系。

新中国 60周年立起了尊严, 改革开放 30年累积了

财富,接下来, 中国应是在不失尊严前提下继续累积

财富并善于运用财富、还富于民的时候了。从国家

大战略的高度,扩大内需、关注民生、加大社会体制

和政府体制改革、实质性提升军事实力,力争在应对

危机过程中使自身实力再上台阶,正当其时。

在 /多强一超0新格局之下,中国未来几年的大

国外交也将面临新变局。一方面, 从奥巴马上台执

政后迅速确立对华战略主轴、高调定位中美关系、倡

导建立新机制看, 中美关系正在逐步打破美新政府

上台引发颠簸摇摆的 /周期律0, 呈现 /超0 /强 0合

作的新气象。这一气象自有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不

得已加大对华倚重的成分, 但更是中国自身实力增

长、中美关系 30年累积效应的结果。中国须抓住机

遇, 继续解放思想、加大投入,经营中美关系,力争开

创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大国和平共处新篇。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发展更加抢眼, 中国与 /多强 0

的关系将变得更加微妙, 竞争性一面会有所突出。

越是如此,中国越需保持发展节奏、把握层次和分

寸、讲求外交艺术。简言之, 处理好 /多强一超 0关

系, 是中国积极应对体系之变的第三步。

最后, 中国应以中美日三边关系之推进作为打

造 /和谐周边0的突破点。一方面,中美日关系好坏

决定中国在东北亚的战略处境, 而东北亚仍是中国

周边外交的薄弱环节,抓好中美日关系有助于突破

周边外交瓶颈;另一方面,作为美亚太同盟体系之关

键, 美日同盟具有指标性意义,中美日对话实则意味

着中国与美亚太同盟体系对接, 这是走出亚太冷战

结构的必由之路; 再则, 东北亚已有美日韩、中美日

等三边对话机制, 中美日展开对话也无可厚非。以

上海合作组织协调中俄关系、稳定中亚局势, 以 / 10

+ 10、/ 10+ 30、/ 10 + 60等机制深化中国 -东盟关

系、稳定东南, 以 /六方会谈 0 + /中美日对话 0之配

套协调拓展中美日三边关系、稳定东北亚,理应成为

中国多层次、复合型周边战略的应有之义。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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