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地位或证明自己的价值。这个想法已经过时。0

结论之二是 /改革现有国际制度 0, 即为了维护欧洲

的利益,仅有西方合作还不够, 还要争取新兴大国,

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重塑新的国际秩序。用德

国外长施泰因迈尔的话讲, /我们只有在成功地使

新兴工业国家承担全球责任和可信赖地把它们纳入

新秩序的情况下才能解决人类的中心问题。只有在

它们平等地一起坐在会议桌旁时, 它们才会愿意接

受世界性的规则。0

萨科齐的 /相对大国论 0、布朗的 /全球社会论 0

均反映了欧洲对变革国际制度必要性的认识。2008

年 8月,萨科齐在法国驻外使节会议上表示,新兴国

家的发展使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 /重新洗牌 0, 西方

独自为世界 /定调 0的时代已经结束, 世界将进入

/相对大国时代0。在萨科齐看来, 相对大国时代虽

然有 /动荡 0、/角逐0和 /碰撞0的风险,但是通过共

同努力达成的妥协和原则也可能形成更为持久和牢

固的合作关系。欧洲应在促进国际合作方面发挥倡

导作用,法国将致力于促进现行国际多边机构改革,

建立符合 21世纪现实的有效的多边机制。

欧洲对全球化世界的新认识已成为近年欧洲对

外战略调整的出发点。因此,人们不应为法、德领导

人在 G20伦敦峰会上关于变革的决心感到惊讶。

突如其来的金融海啸在为欧洲带来巨大困难的同

时, 也给其提供了变革世界的新动力。目前,欧洲虽

对奥巴马充满期待, 但对美国是否 /准备好接受一

个多极世界 0仍抱有疑虑。可以肯定, 欧洲的变革

思想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美国的认可,将成为影

响新时期欧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变量。o

国际体系转型以及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延续

秦亚青  (外交学院副院长 教授 )

  起始于美国并且迅速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导

致了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对国际体系

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使得冷战以后世界形势的发展

取向更加明显。G20峰会的召开虽然是为了应对当

下席卷全球的经济问题, 但无论从参与方还是从议

程设置和议事方式上说,都显示出新的迹象,从某种

意义上反映了国际体系转型的一些特点。

转型中的国际体系总是处于一个延续与变化共

存的状态。总体来说, 国际体系的转型表现出三对

变与不变的关系。首先是体系自身的转型。体系转

型是指体系本身发生了质的变化, 最根本的定义性

特征是秩序原则,比如主权原则;最明显的特点是体

系单位的变化,比如从帝国体系转向民族国家组成

的国际体系。自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国

家体系基本上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民族国家依然是

当今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在重大国际事务

中,以主权为基本原则、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体

系运行仍然是当今的主导形式。但从另一方面来

看, 也确实出现了诸多迹象, 表明体系本身也发生了

一些重要变化。行为体多元化已经十分明显。国际

组织、地区组织、国际市民社会等都成为影响国际事

务的重要因素。G20伦敦峰会参会者除了主要国家

之外,还包括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而会场外各种游

行活动则表现了社会性参与。当今世界还远未脱离

国家体系,也远未达到世界体系状态,但行为体多元

化和主权原则松弛化在全球层面已经显现出来。

其次是体系结构转型。国际体系结构转型主要

指实力分布的变化, 最典型的特征是 /极 0的概念。

冷战结束之后,国际体系的结构呈现出一超多强格

局。美国作为一超,综合实力超出任何一个其他国

家, 中、俄、德、法、英、日等可以称为多强。金融危机

没有本质性地改变国际体系的权力分布状态, 美国

一超地位没有受到根本挑战。现在的美国不像一战

之后的英国,从实力地位说, 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强

国。考虑到美国对国际体系的操控能力、自身的恢

复能力和制度创新能力, 加之世界经济的高度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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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存和国际合作观念的日益深化, 美国走出经济衰

退是可能的,在老牌大国中也应该是比较快的。但

是,伊拉克战争对美国软实力的损耗、金融危机对美

国综合实力的负面影响以及冷战后一系列事件引发

的对美国能力的质疑, 都使得国际结构发生了重要

变化,尤其是多强的地位在变化。新兴经济体群体

崛起, 中国发展尤其引人瞩目, 这确实推进了国际体

系结构朝着多极化发展。多强的作用会加大, 美国

寻求与多强在全球战略层面的合作也会加大。一超

多强格局还没有出现拐点,但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

新兴国家作用明显加强,中国影响也在加强。

第三是国际治理体制的转型。治理体制是指维

护国际体系秩序的制度性安排,是与国际体系中的

威胁性质高度相关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主要

威胁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对传统安全的威胁。国家之

间的战争,尤其是体系内主要国家的战争,形成了对

体系和体系成员的最严重威胁。体系战争不仅会使

参战的主要国家受到重创甚至是毁灭性打击, 而且

也会严重影响国际体系自身的稳定。冷战结束之

前,传统安全威胁一直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威胁,国

家之间的战争是这种威胁的最高形式。所以, 国际

治理体制的最重要制度性安排是势力均衡, 是大国

之间维持相对的实力相当状态, 以遏制战争冲动。

在冷战期间,苏美战略均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维护

冷和平的基本制度。在当今国际体系中, 传统安全

依然是非常重要的领域, 朝核六方会谈等一系列问

题依然是世界关注的头等问题。但是,应该看到,冷

战以后的安全威胁性质也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一

方面是传统安全威胁的持续存在, 另一方面则是非

传统安全的大量涌现。现在经常谈到的贫困、灾难、

流行性疾病、国际恐怖主义、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等

等,已经严重影响到世界的安全,也威胁到所有国家

及其国民的安全。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

的损失也超出了任何其他事件。这些问题的出现说

明,传统的治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当今世界面临的

威胁。由于新的安全性质的变化, 传统的权力均衡

在应对这类全球性威胁方面无能为力, 并且任何一

个国家都无法单枪匹马地应对严重影响到自身和本

国国民的安全威胁。合作治理成为新的国际治理体

制原则,多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新的共识,新兴

国家在发挥更大作用。国际治理体制随着安全威胁

性质的变化也在发生变化。

以上种种说明国际体系正处于一个深刻的转型

时期。对于中国来说,国际体系转型期的变与不变

既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机遇,机遇大于挑战。如果

中国把握好时机,调整好战略,未来 5- 10年很可能

是中国一个重要的机遇延续期。为此,以下几个方

面尤其值得重视。第一, 在全球问题上积极推进合

作, 做负责任大国, 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提高自身能

力。当今世界一个重大矛盾是全球治理需求大幅度

增强而全球治理制度的严重不足, 全球性问题已经

成为维护世界秩序和促进全球发展的重大问题。有

人称现在的世界已经进入了跨国威胁的时代, 这种

提法可能依然值得商榷, 但全球性问题确实已经成

为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 直接影响到各国国民的安

全。奥巴马新政府的三大议题 ) ) ) 经济发展、打击

恐怖主义、气候变化 ) ) ) 都是既与美国切身利益密

切相关,但同时也与全球性问题密切相关。全球问

题是无法回避的。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

的日益提升,全球问题领域的合作能够进一步提高

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强国的能力。在重大问题上, 中

国要明确表示自己的秩序理念和原则立场, 占据道

义制高点;在制度层面, 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制度改

革, 以便使得国际制度更加符合应对全球威胁、加强

全球治理的需要; 在实施层面,中国要量力而行, 在

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 发挥作用并履行责任。这

就更需要中国加强与其他行为体的合作。美国冷战

之后凭借其强大的实力,自认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采纳新保守主义主张,实施单边主义,为世界提供了

一个反面的典型个案。这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国家,

无论自身军事和经济实力多么强大, 都无法解决甚

至是自身面临的问题。前车之辙,后车之鉴。只有

通过合作,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我们的国家利益。

第二,在地区合作方面积极发挥作用,通过提高

能力加强地区合作。冷战后, 地区合作发挥了重要

作用,在维护地区秩序、应对各种威胁方面取得了积

极成果。中国地区大国的地位比起中国全球大国的

地位更加明显。如果把地区作为一个次体系,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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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国际体系发生的变化在地区层面都有相应的折

射。但中国身处的地区,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特点仍

比较明显。过去十几年时间,中国在地区多边主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合组织、六方会谈、东亚合

作、发展与南亚国家的关系等, 都表现出负责任地区

大国的原则立场和积极政策。中国不会寻求地区霸

权,但需要进一步加强地区能力,而加强这种能力的

目的, 在于更加积极地推进地区合作,保证中国周边

的稳定和发展。

第三,实现国内发展的转型和升级。如果说未

来 5- 10年是中国的机遇期,那么, 在当今国际国内

事务密不可分的情况下, 机遇的重点仍然是国内。

中国的综合国力,如果单纯以 GDP计算, 已经进入

世界前三名。但是, 中国多年之所以强调人均

GDP, 不仅仅是消除国际上的 /中国威胁论 0, 而且

也是实实在在的国情。如果说 GDP表示国家强大

程度,人均 GDP则表示人民富裕程度。中国仍然是

一个发展中国家,富民应该成为这一机遇期的重点。

其间,应采取积极有力的措施,成功实现经济社会的

升级转型,真正做到民富国强。o

金融危机、国际新秩序与中国的选择

李永辉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教授 )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不断扩散,已

经导致了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经济学家们认为,

这是自上世纪 30年代大萧条以来世界经济面临的

最严重危机。这一危机加速了已经开始的全球权力

转移,正在改变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在这一重大

的历史转型时期,中国也面临着重大选择。

近十年来,西方传统大国持续衰落,新兴大国迅

速崛起。金融危机爆发前,西方 7国集团的 GDP已

第一次不及全世界的一半, 美国占世界 GDP的份额

也已连续 7年下降。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日经

济同时出现停滞,特别是作为传统秩序主要创建者

和维护者的美国的相对衰落,被认为是秩序转换的

风向标。5大国的兴衰 6作者保罗 #肯尼迪撰文指

出,在国际关系史上, 一场跨越国界的大动荡常常会

动摇世界的根基,导致许多旧体系土崩瓦解,就像我

们在 1919、1945和 1989年所看到的那样。而本次

金融危机中最大的变迁或许是美国将在 2009年开

始衰落。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罗杰 # 奥尔特曼

( Roger C. A ltm an)在 5外交 6杂志 2009年 1- 2月

号上发表的题为 52008年大崩溃 ) ) ) 西方的地缘政

治挫折 6的文章中指出,从中期看,华盛顿和欧洲政

府将不再具备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作用所需的资源和

经济信誉。金融危机导致世界许多国家面临历史性

大转弯,即将进入国家作用增强、私营部门作用减弱

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 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乃至美

式民主的魅力不断减弱。

2008年的大崩溃让全世界脱离单极体系。日

本京都大学教授中西辉政提出: /冷战结束后形成

的美国单极化时代即将结束, 国际社会如今已开始

明显地向多极化结构转变。美、欧、中、俄、印都在追

求各自的国家利益,世界正在进入在各种领域争夺

主导权的 -春秋战国时代 .。0与此同时, 新兴大国的

实力和影响日益增强,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上

升。所谓 /金砖四国0、/展望五国 0、/新钻十一国 0

等新兴大国如此集中地群体性崛起, 这在世界历史

上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作为

新兴大国的迅速崛起是这一现象的突出代表。至

2008年, 中国的 GDP已超过德国而居世界第三位,

在全球经济进入衰退的 2008年,中国经济仍然保持

了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 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贡献

达到了 20%。在这一年中,中国成功地举办了第 29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并夺得金牌总数第一。因此, 有

评论家将这一年称为 /中国元年 0。进入 2009年,

人们甚至看到了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的前景。这一现实及其影响对世界和中国都是一

个崭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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