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灭, 征而不服。在美 /一超 0相对走下坡路的同

时,世界其他力量却相对上升, 特别是发展中大国群

体性崛起。世界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一

超 0和 /多强 0( 1+ X )的关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的关系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第五,全球化进程不可逆转,但其两面性将进一

步突出。近 20年是全球化发展的高峰,在全球化过

程中, 以美英为代表的金融服务业虚拟经济迅速扩

张,加剧了全球经济失衡。全球化几乎等同美国化。

经济全球化使全球金融投机的消极后果影响扩大,

促使金融危机在全球迅速蔓延。另一方面, 面对全

球金融危机,各国彼此成为 /利益攸关方 0和 /建设

性合作伙伴 0, 利益上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日益

加深。今天各国共同面临的不是两次世界大战那样

的传统敌人,而是赖以生存的经济秩序, 其严峻性、

毁伤性、破坏性前所未有。任何一国都难以单独应

付,共同应对金融危机正在成为各国发展合作关系

的新基础。在全球化这条船上,要想不被海啸吞没,

就得同舟共济, /通力合作,共度时艰 0。

第六, 中国在当代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实力地位

发生变化。尽管这场金融危机也对中国造成巨大冲

击,但程度要比其他国家轻一些。一是中国经济持

续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尽管中国增速放慢,但

在全世界呈负增长的情况下,即使是 8%甚或 6%的

增长率也是十分抢眼的。在全球经济危机下, /中

国是唯一一个没有出现信贷危机或信任危机的大

国0。二是中国具有支撑经济持续发展充足的资

本、劳动力和技术。到 2008年底, 中国企业和城乡

居民储蓄总量为 45. 5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国内银

行总资产超过 61万亿元人民币,资本充足率达到银

行总资本的 99. 5%。中国还有高达 1. 95万亿美元

的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三是工业化与城镇化升

级、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等三大升级蕴涵

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仍处于工业化中期, 城市

化率离 57%的世界平均水平还有很大距离。城市

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将新增 1500万城市人口,

带动 1200多亿元人民币的城镇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城乡市场不仅规模巨大,而且是一个成长中的、

具有不同需求层次的市场。伴随城市化进程, 消费

结构也将随之升级。中国市场将是中国发展的终极

优势。当前中国面临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并促进东

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历史机遇。中国政府最近出

台拉动内需十项措施和产业振兴十大规划, 将有力

推动这个进程。产业结构的升级将释放巨大的活

力, 进一步撬动经济总量的提升。最后,中国有强大

的经济政治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中国是国家主导

型市场经济,中央政府在极短时间内出台力度空前

的财政扩张政策,其资源动员的效率令人叹为观止。

只要政策得当,同心同德,中国不仅可以在不太

长的时间内走出危机,而且可以化危为机,抓住难得

的历史性机遇,积极展开全经济球布局,拓展国家利

益, 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全球战略态势。o

未来趋向:多元货币体系与多强政治格局

王湘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中心主任 教授 )

  现在分析金融危机对未来世界体系的影响,就

像坐在变速移动的车子上要击中变速飞行的靶标,

带有双重的不确定性。因为这场金融危机还在发展

之中, 从广度看正从美欧等资本主义中心地区向边

缘国家和地区扩散, 从深度看也在从金融领域向实

体经济和社会其他层面渗透。可以想见, 正在向外

围国家和实体经济蔓延的危机, 最终还将反过来再

次冲击金融。在危机还在持续发展的情况下, 我们

应该做的不是一味去猜度危机的结果,而是把握变

化的基本趋势。

首先,金融危机不但会影响全球经济,也将导致

全球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这次危机与二战后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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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金融危机不同,它不是倒闭几家银行,波及几个国

家的危机,而是整个西方金融体系塌方引发的一场

全球范围的综合性危机。这场危机已对全球实体经

济和社会各阶层造成了严重冲击, 在一定程度上改

变了大国力量对比,促使大国关系出现调整和变化。

小布什总统同意召开华盛顿 G20峰会,标志美国被

迫放弃单边路线的开始, 而奥巴马总统在参加伦敦

G20会议前发表 5全球共同行动的时刻 6的文章,则

表明美国愿意与其他国家合作抗击危机。不只美

国,国际政治舞台上呈现出许多新动向,如欧俄之间

在寻求建立 /欧洲安全新框架 0, 而美国智囊机构提

出 / G20概念等等。这些背旧盟、结新盟迹象,标志

着国际政治格局正酝酿重大变化。

其次,大国关系目前是合作大于争夺,但从长期

趋势看冲突难以避免。由于目前各国政府的工作重

心是救急,主要精力集中于拯救经济和稳定社会,希

望国际社会共同行动,因此在刺激经济、加强金融监

管、反贸易保护、改革金融机构等议题上比较容易妥

协。从伦敦 G20会议的情况看, 在危机没有进一步

扩散之前, 各国仍将可能继续合作。但美、欧、中、

日、俄等国和国家集团在协调应对危机的立场、推出

救市方案的同时, 也在争夺危机责任话语权。以法

德为代表的 /莱茵资本主义0希望通过对 /英美资本

主义0的批判,建立自己的道德优势,进而掌握未来

世界体系重构和全球治理的主导权。这种模式之

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抗。对抗出于本能,而合作

需要认同。目前全球缺少共同的价值观, 国家间利

益难以通约和让渡, 难以形成全球性的合作机制。

美国霸权正在瓦解,而霸权后秩序尚未建立,从历史

看,建立秩序的时期往往充满竞争与冲突。

第三, 大国争夺的焦点集中在由谁主导全球货

币体系重构的问题上。国际货币制度是未来全球秩

序的基石,也是国家利益的核心。对握有全球货币

霸权的美国来说,最好的选择是维持现有的货币体

系,但在金融危机冲击全球经济、现存金融模式广受

诟病的压力下,美国也同意对货币体系进行一定程

度的改革,而一些国家和机构则主张彻底改革国际

货币体系。先前以蒙代尔提出的 /世界货币0方案

最具影响力,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新近提出的 /超

主权货币 0方案则更加激进。与上述保守与激进构

想不同的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华盛顿和伦敦

峰会上提出要 /改善国际货币体系, 稳步推进国际

货币体系多元化 0。所谓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

就是要摆脱过于依赖美元的现状, 努力发挥多种货

币的作用,实现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国际贸易交易货

币的多元化、国际大宗商品计价货币的多元化,形成

国际货币相互制约和相互竞争的机制,共同支撑国

际货币体系的稳定。货币体系多元化较单一的美元

本位制更加公平,运行也更为稳定,能够更平衡地反

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利益,也可能避免

大国关系的正面冲突,防止引发国际政局的激烈动

荡, 是较为可行的方案。

第四,未来国际政治走势将向多强格局发展。

尽管现在说此次的金融危机已经改变了 /一超多

强0世界格局尚属太早, 但从趋势上看,全球格局将

发生巨变的征兆却日渐明朗。其中最鲜明的标志是

美元本位制已被撼动。美元本位制是美国保持 /一

超0地位的基础,美国维持独步天下的军事、科技和

金融力量,都来自美元本位制的支撑。与美国力量

式微同步,近年来在全球舞台上出现了新兴国家集

团,导致国际力量强弱对比发生重大改变。首先是

具有了统一货币的欧洲, 再就是涌现了中国为龙头

的一大批制造业国家,还有不容忽略的 /欧佩克0等

资源类国家。尽管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

能够取代美国的国际地位,但两次 G20峰会已经证

明, 美国已经无法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继续实行单边

主义,这意味从冷战后保持至今的一超格局正在改

变。如果说,取代美元本位的将是多元货币体系,那

么与之相应,取代美国一超格局的将不是另一个超

级大国,而是诸强并存的多强格局。

第五, 近期可能出现泛欧和泛太平洋两个币缘

圈。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难以一蹴而就,在近期可

能出现的是围绕目前的全球主要货币形成两个币缘

圈。一个是主要使用欧元的泛欧币缘圈,包括欧盟

及俄罗斯等主要欧洲国家; 另一个是使用美元的泛

太平洋币缘圈,主要包括美中日和主要石油输出国。

币缘圈作为在一定地域内围绕一个核心货币形成的

具有广泛利益的共同体,是一个存在资源地、加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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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区、制造业地区、科技与金融服务区等相对完整,

同时有一定垂直和水平经济分工的经济体系, 因而

有可能成为全球体系中超越国家的新主体, 构成全

球体系中新的力量极。就像欧元区已经表现出的共

同利益取向一样,美元圈也出现了进一步整合的趋

势。最近有美国学者提出 /中美国 0概念, 尽管其中

有故作惊人语之嫌,但亦透露出雨近则础润迹象。

在这场旷世危机的冲击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面临重大变化。及早认识变化趋势, 对于我们意义

重大。o

金融危机与社会变革

杨明杰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 研究员 )

  此次金融危机其实是国际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

突出表征,也可以说是复合性社会转型危机中的重

要一环。此轮复合危机的多种症状已经或即将在社

会、政治、经济、安全和思想文化等领域全面显现。

国际社会在经历较长时间的痛苦调整后将进入一个

新的发展期,市场经济秩序将进一步理顺,社会矛盾

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缓解, 国家与国际层面的各类管

理机制也将得到改善与健全,大国关系步入相对稳

定的新格局,发展中国家的角色亦将有新的定位。

从 20世纪以来的国际社会发展轨迹看,重大金

融危机发生前后总是伴随着社会与国际关系层面的

剧烈动荡与变革。金融危机不仅不是社会危机中的

孤立现象,而且与恐怖主义活动、街头运动、大国力

量消长和国际秩序重塑等因素一同构成某一重大时

期社会变革的历史画面。人类在 20世纪所曾经历

过的 1929年大萧条和 80年代的金融危机等两场重

大危机与 21世纪之初开始的这场危机确有许多

/惊人相似的一幕 0。这些相似场景不仅仅体现在

股市暴跌、银行破产、市场萎缩、就业艰难等经济领

域,也体现在社会、政治及国际关系等诸多非经济层

面,其中较为突出的首先是恐怖主义活动。从 19世

纪末到 20世纪的大萧条前后,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恐

怖活动出现了第一次历史高潮。国际社会的反恐合

作也曾昙花一现, 1937年国际联盟通过了历史上第

一个国际反恐公约。 20世纪 80年代金融危机之前

的 60- 70年代,以极左势力为代表的国际恐怖恶潮

高涨, 而从 / 9# 11事件 0到现在, 以 /基地 0组织为

代表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也在加紧搭建全球化网

络。其次是街头政治。大萧条前后的西方社会矛盾

空前尖锐,示威与罢工被视同寻常。20世纪 60- 70

年代,西方社会也出现了法国 /五月风暴 0和美国反

战示威与游行等街头政治现象。此轮金融危机前

后,世界范围的街头运动似乎再达沸点。不仅发达

国家街头冲突不断,一些原本平静的发展中国家也

接连出现街头暴力政治事件。再次就是国际格局的

剧烈变动。大萧条前后格局变动是以极端的世界大

战形式体现, 20世纪 80年代金融危机前后国际战

略格局出现诸多大的变化, 如西方阵营离心倾向与

欧日力量的跃升、第三世界力量的全面兴起以及苏

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时至今日, 在危机出现之

时, 一些有关战略格局变革现象再次引发世界性关

注, 如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美国实力地位的不确定

性等。而且即使是经济领域的危机也不单单体现在

金融层面, 20世纪所发生的两场危机和本世纪的金

融危机前后,也出现了能源与资源危机。

如此等等经济与非经济现象的高相似度在某种

程度上揭示了重大金融危机的社会背景与意义。金

融危机之所以发生,关键在于现代意义上全球市场

经济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在某一历史时期超越

了国家与国际社会现行机制的管理能力与执政理念

的反应力,而资本在国内外的急速扩张必然导致社

会资源与利益结构的重新分配。市场发展的自发性

力量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形成极大冲击,各种社会与

国际关系问题也就纷至沓来。如同 20世纪曾出现

过的重大金融危机一样, 目前我们面临的金融危机

不仅是一场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与市场管理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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