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察当前国际危机与国际体系转型的几个视角

陶  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研究员 )

  关于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国际体系转

型 0,我认为还可以有以下几个观察角度。

一是从各国相继出台的反危机具体措施及其力

度,观察当前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本质和影响。之

所以要用这种 /倒推0的方式,原因之一是次贷危机

一步一步恶化扩散, 美国金融界和监管当局却在不

停地 /捂盖子 0。国际市场信心崩溃正是源于一次

又一次的受骗上当,源于对金融 /未爆弹0及其巨大

杀伤力的担心和恐惧。虽然人们 (可能还包括监管

者自己 )至今仍无法也无力了解那些超复杂的金融

衍生产品,但随着著名银行和巨型跨国企业陷入绝

境乃至倒闭,个别国家面临破产,大家已能感觉到这

座浮在水面的冰山有多可怕。相关国家交出不菲学

费之后,对危机的理解终于变得深刻和全面了。

当前世界面对的是一次复合型危机。它从虚拟

经济蔓延至实体经济,波及社会和政治等各个领域。

抗衰退、反危机、保增长,各国不同的做法、侧重点和

力度,反映了各自的问题所在和严重程度。所有这

些应对措施不断加码出台,本身就是答案,让我们得

以 /动态地 0理解这是一场怎样的危机。尤其在金

融风暴的中心,政府采取的对策力度空前,英美等国

不惜动用了国有化、/限薪令 0这样的 /非常规 0 (美

国学者戏称为 /美国特色社会主义 0 )措施,就像一

面镜子,让我们把这场危机的本质看得更清晰、透

彻。自由资本主义的典范出的毛病, 要靠社会主义

药方来治,总不能简单地解释为 /病急乱投医0吧。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反危机措施本身往往蕴含

着新危机的祸根。故此, 还要密切观察这些反危机

手段如何收场退出, 所产生的理论和政策歧异如何

自圆其说,对危机的肇始地美国和转嫁危机的工具

美元, 又何以重拾信心? 至于对国际体系的影响,有

一点已经看得清楚, 就是美国赖以对抗这场严重危

机的利器 ) ) ) 疯狂运转的印钞机, 不只会销蚀世界

的财富和美国模式的光环, 也无疑会成为国际体系

转型的催生剂。

二是从危机逐步展开和恶化之中各国或国家集

团所暴露出来的弱点,观察国际力量消长与互动的

步伐与方向。迄今出现和存在多种多样的国家间伙

伴关系、战略关系等,对于国际秩序的稳定发展固然

重要,但我们不能因为众多的、层出不穷的 /关系 0

而忽视各种力量的不同性质。力量的性质才是决定

性的。

冷战结束后,美苏 (俄 )两个超级大国在力量结

构完整性和全面性 (综合实力 )方面的差距得以显

现, 而这一差距在冷战时期被军事对峙所掩盖,被结

盟对立所弥补。 /一超多强 0定格并延续至今, 其

间, 传统力量中心各有变化, 新兴力量崛起势头迅

猛, 但 /一超0与 /多强0之间在力量均衡性上的差距

仍大。冷战后时代乃至 21世纪初的国际秩序变化,

深深地受制于此。从这层意义上看, 21世纪国际秩

序仍是 20世纪国际秩序的延续。在分析未来国际

力量对比变化时,应该先看看 /一超0的力量均衡性

有没有削弱, /多强 0力量的非均衡性得到多少改观

以及这种努力所受的结构性约束是否依然存在。

对于国家间的竞争,在繁荣时期,是各国发展能

力的大排队、大比拚; 在危机时期, 则是各自生存和

适应能力的大排队、大比拚。在眼下这场被称为 20

世纪 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的危机中, 不光是 /一

超0的弱点充分暴露, /多强0们的缺陷也得到不同

程度的展现甚至放大。危机尚未结束,聚光灯下的

选秀刚开场, 选手们的瑕疵却已经被 /晒 0了一遍。

看来,主要国际力量都面临补强自己的压力。危机

之中,保持经济优势和活力是第一位的,毕竟经济力

量是基石。可以说,旧秩序的演进和新秩序的建构,

同时是各股力量自我补强的过程。理解这一 /补

强0的特点, 有助于把握国际秩序的变化方向和进

程。正因为各有各的难处, 都有 /借力 0的需要, 包

括借别国的力量、借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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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金融峰会上,这一点表现得较为明显。

三是从危机中主要力量的行为方式变化和心态

调整,看国际体系变化的条件和环境。四月初的伦

敦峰会,展现了这些占世界经济总量 3 /4的经济体

对全球困境的认识、应对的能力和意愿。在危机中,

它们不仅进一步看清自身的弱点, 还认识到全球化

时代维护自身利益及其实现方式的变化。套用一句

米尔斯海默的话,它们清楚自己的外部环境,并从战

略高度考虑自己的生存之道。 IM F等国际机构获得

巨额注资,各国间彼此伸出援手, / -9# 11.式的求

助困境 0未再大规模重演, /无助的恐惧感 0得到有

效的遏制。自助、互助、共助,体现出值得肯定的全

球化时代 /大国的理性 0。

自危机爆发以来,国家间、地区间和国际层面的

合作不断,国际金融合作、经济政策协调的广度与深

度空前,形成了前所未有的 /同舟共济 0气氛。能出

现这样的喜人局面,形成共同对抗危机的合力,说明

相关国家较过去更好地处理了利己与利他、本国利

益与世界整体利益的关系。 /同舟共济 0意识变浓,

证明饱受争议的全球化在这场危机中得到了检验、

经受了考验。这也正是时下保护主义在来势汹汹的

同时, 又受到强大抵制的原因。

面对进入 21世纪以来全球最大的挑战,各应战

方将会被激发出怎样的力量,这不仅关系到应战方

自身,也将影响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变化。危机

既提供了国际秩序变化和大国关系重组、寻找自己

适当位置的动力,又产生了利益拓展、调整和战略制

衡的摩擦力。正因为如此, 这场大危机中各主要力

量的行为方式和心态变化调整,对于判断今后走向

十分重要,是国际体系转型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

四是从长远应对危机的客观要求,看发展中国

家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使命和作用。全球金融和经

济危机再次证明,这个世界的确需要公正、合理的新

秩序。像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样的旧制度早已难以为

继,但旧的规则, 你不推它,它就不倒,更何况你连说

都不去说它。此次中俄等国公开倡议国际货币体系

改革, /金砖四国 0在会前协调立场、高调公布, 从以

往的小声嘀咕到如今的大声直言, 可谓迈出了历史

的一大步。可以肯定的是, 谁也无法指望危机过后

现有秩序一切重归原点。从发达与发展中行为体的

关系看,过去那种 /影响者0和 /被影响者0的区别正

在改变,发展中国家关于和谐世界和国际新秩序的

观点,关于国际体系改革的倡议, 得到越来越多的倾

听与尊重,在国际体系中发言权和影响力增大的趋

势不可逆转。这场源自发达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

机, 给予发展中国家发声的机会, 赋予它们参与推动

国际体系转型的使命与责任。坚定表达自己的主

张, 坚决维护自己的利益并果断地使用力量,发挥能

动性来主动塑造国际新秩序的任务, 客观地摆在了

广大发展中国家面前。

关于新秩序的设想和讨论其实已孕育有年, 只

不过由这场危机呼唤而出, 势头更猛了。冷战结束

以来国际秩序的变化有其轨迹可寻, 当前国际秩序

转型步伐加快,是可以预见和期待的。正因为国际

秩序处在动荡、变化、转型之中, 过去对相关行为体

要么是 /破坏者 0、要么是 /维护者 0的二分法, 已然

过时。现如今, 每一个行为体都是 /参与者 0, 或许

有消极和积极之分。顺应国际秩序变革的大潮流,

就是积极的,反之就是消极的。

重构秩序, 修改规则, 分享权利, 牵一发、动全

身。美国在这次峰会前后, 表明了维护国际规则主

导权、维护美元霸权的坚定立场, 说明虽然发达国家

给予发展中国家地位某种承认, 对发展中国家利益

做出某些妥协,但其维护既得利益的原则不会轻易

让步。危机时,有话好说,危机过后,有话慢慢说,最

后还要凭实力说话。基于对自身弱点、对国际现实

政治本质、对秩序规则变动复杂性的深刻认识,发展

中国家要真正实现从过去的 /被动顺应 0转变到现

在 /积极参与、主动塑造 0, 难度很大。量力而行, 趋

利避害仍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原则。但有一点应该承

认, 在国际秩序转型的复杂过程中, 不论怎样做, 发

展中国家都不可能避开所有的 /害0, 也不可能得到

所有的 /利 0。既然国际秩序转型的方向总体是有

利于发展中国家的, 就应该认清形势, 把握时机, 坚

定信心,积极主动参与其中, 创造更大的挥洒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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