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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政府的二十国集团战略评析
¹

房广顺  唐彦林    

1内容提要2源起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对于美国政府的内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推动

经济尽快复苏成为奥巴马政府的优先议程。承认二十国集团在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的

重要地位,与二十国集团合作, 是美国化解其金融危机和确保经济复苏的关键战略措施

之一。奥巴马政府的二十国集团战略有多重动因, 最终目的是利用这一新兴的全球治理

平台,维护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 ,进而维持其在全球的霸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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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 二十国集团由原来的部长级会议升格为首脑峰

会,并逐步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等全球性问题的重要平台。由于二十国集团在化解金

融危机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二十国集团的发展前景。

而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0,美国对二十国集团这一机制实际上发挥着主导

作用,美国的态度对二十国集团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同时,二十国集团内部不同类

别成员间的斗争与博弈也在影响着二十国集团的发展。本文通过分析美国政府和学

者对二十国集团的相关论述, 对奥巴马政府的二十国集团战略、与小布什政府二十国

集团战略的异同,以及它对二十国集团发展前景的影响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  奥巴马政府的二十国集团战略

2008年 11月 14日至 15日,二十国集团的第一次首脑峰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¹ 本文是 2010年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5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发展趋势中的美国因素6 (项目编

号: L10AGJ002)及辽宁大学/ 211工程0三期建设项目5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关系新发展与国际秩序变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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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实际上, 当时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乔治 # W.布什对召开多国集团峰会以应对

金融危机并不热心。举行峰会的想法最初是由欧盟轮值国主席法国总统尼古拉 #萨

科齐和时任英国首相戈登 #布朗提出的。在欧洲国家的游说下, 在 2008年 10月 11

日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 美国同意承办峰会。在 2008年召开的首届二十国集团首脑

峰会上,小布什总统提出, 会议将原有的二十国财长和央行行长直接升格为首脑会

议;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主张加强国际合作,应对金融危机; 反对法国总统萨科齐

提出的建立全球监管体系的建议, 但主张适度改革国际金融体制,如增强金融市场的

透明度、实行问责制、提高金融市场的诚信度、适当改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等国际金融机构, 改革治理结构并考虑扩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和表决权;抵制保

护主义,防止建立新的贸易壁垒;承诺处在金融危机中的美国将继续援助发展中国家

等。¹小布什总统的上述构想就是要把二十国集团这一新机制纳入到美国掌控的世

界秩序之中,以实现维护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霸主地位和既得利益的战略目标。

奥巴马总统与小布什总统的二十国集团战略目标并无二致。但随着金融危机和

美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美国的自利倾向愈益明显。虽然金融改革仍是重要议题,

但汇率问题成为美国关注的重点。美国通过大量发行美元,输出国内通货膨胀,主张

通过/经常项目设限0来解决贸易失衡问题。实际上,早在奥巴马总统就职之前,美国

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人员就为新政府提供了针对二十国集团的具体建议。这些建议

包括:应该支持二十国集团成为目前适宜全球治理的顶尖机构; 讨论如何完善二十国

集团峰会的构成以便在基本不质疑二十国集团框架的情况下,提升其可信性和有效

性;支持通过合作的方式解决目前的金融危机,同时重建全球金融体系;做好准备,探

索用创新性方法有效管理二十国集团进程。º 奥巴马就职后,基本采纳了上述建议,

最终确立了较为明确的二十国集团总体战略:

首先,承认二十国集团在世界经济乃至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将二十国

集团视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

二十国集团的诞生及其发展壮大与全球性金融危机有关。建立二十国集团的设

想最初是由美国等七个发达国家的财政部长于 1999年 6月在德国科隆提出的,目的

是防止类似亚洲金融风暴的重演, 让有关国家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举行非正式对

话,以利于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稳定。成立二十国集团的初衷是, 促进工业化国家

和新兴经济体展开对话, 讨论国际经济、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等领域的重要问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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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合作来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 加强国际金融体系架构, 促进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

长。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 二十国集团先后召开五次峰会,协调国际合作, 避免

了灾难性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出现。2009年 4月 2日, 在伦敦二十国集团峰会结束

时,英国首相布朗宣布,中国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 400亿美元, 而欧盟和日本

分别注资 1000亿美元。多国注资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规模将新增 5000亿

美元。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已承诺提供 1. 1 万亿美元作为世界经济恢复信贷, 促进经

济增长和就业。2009年 9月在匹兹堡举行的第三次峰会上,各国领袖决定将二十国

集团确定为处理全球金融、经济问题的最重要平台。奥巴马说: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

全球经济困难时期, 靠中庸措施或任何国家单枪匹马的行动都不足以战胜挑战。现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肩负着采取大胆、全面、协调行动的重任, 不仅要刺激和带动复

苏,而且要开启一个经济接触的新时代,杜绝类似的危机再度发生。二十国集团会议

为一种新的全球经济合作提供了论坛。0¹美国正在通过二十国集团维持永久性全球

复苏。º 2010年 5月 28日, 在美国公布的5国家安全战略6中, 美国已经将重点转移

至二十国集团, 以此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 并正在努力重新平衡全球需求,

使美国增加储蓄及扩大出口, 新兴经济体则需要创造更多的需求。»美国政府的观点

也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美国学者普拉萨德( Esw ar Prasad)提出,二十国集团实际

上已经成为设定世界经济复苏议程的机构。美国是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中心,要

想实现正增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欧洲大陆的经济体特别是法国和德国迅速恢复了

活力, 但不大可能实现高增长; 而新兴经济体则是另一番景象,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经

济在 2008年陷入困境后不久就迅速扭转了下滑趋势, 实现了引人注目的高增长

率。¼ 美国学者金伯利 #阿马德奥( Kimberly Amadeo)认为, 1999年建立的二十国

集团将给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更多的发言权。二十国集团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

为/金砖四国0引领着全球经济的发展, 而八国集团的经济增长则在放缓。所以, /金

砖四国0对确保全球经济持续繁荣至关重要。过去,美国和欧洲可以开会决定全球经

济问题,而现在, /金砖四国0在为八国集团提供需求方面变得更加重要。俄罗斯为欧

洲提供了大部分天然气, 中国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的制造业产品, 而印度则向不少发达

国家提供了高技术服务。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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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求二十国集团采取配合美国政策的措施, 与二十国集团合作是美国化解

其金融危机和确保经济复苏的关键战略措施之一。

奥巴马政府认为,切实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取决于扩大全球经济。¹ 而二十国

集团的经济规模非常可观,二十国集团人口占全球人口的 2/ 3, 国内生产总值和在全

球贸易中的比重分别占到 85%和 80%。因此,奥巴马政府明确要求二十国集团配合

美国恢复自身经济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 ( 1)要求二十国集团实施财政刺激方案,配

合美国的经济复苏计划, 迅速采取行动以刺激经济增长。2009 年美国通过了5美国

复苏和重新投资法6( American Recover y and Reinvestment Act ) , 要求二十国集团

应当共同承诺鼓励开放贸易和投资,同时遏制会导致危机深化的保护主义。二十国

集团其他成员都实施了财政刺激方案; ( 2)寻求与二十国集团合作, 稳定美国主导的

金融体制。奥巴马提出, 美国在调查主要银行的资产状况并直接促成贷款,以帮助美

国人购物、保住住房、扩大经营等行动上,必须继续得到二十国集团伙伴方的配合。º

美国将与二十国集团采纳一个共同框架 ) ) ) 扩大透明度和坚持问责制,并着力恢复

信贷流动这条全球经济增长的生命线; ( 3)要求二十国集团配合美国的对外援助行

动,维持美国的世界经济领导者角色。2009 年 3 月, 奥巴马在演说中指出: / 我们肩

负着经济、安全和道义三重义务,必须向面临最大风险的国家和人民伸出援手。我们

如果置他们于不顾, 这场危机造成的恶果就将蔓延,进而造成我国产品出口市场进一

步缩小,更多美国人失业,延迟我们自身的复苏。二十国集团应当迅速调配资源,以

稳定新兴市场, 大力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应急能力,帮助各地区开发银行加快贷

款速度。与此同时, 美国将支持对口粮保障进行实质性的新投资,帮助最贫困人口渡

过今后一段困难时期。0»

第三,以领导者自居,为二十国集团未来发展设定议程。

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 #盖特纳( T imothy F. Geithner )和国家经济委员会( Na2

t 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任劳伦斯 # 萨默斯 ( Law r ence H . Summers) 2010年 6

月 23日在5华尔街日报6联名发表的5我们在二十国集团峰会的议程6的文章中提出,

/二十国集团对确保全球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多伦多峰会应该有三个重点议题: ( 1)二

十国集团必须继续共同努力, 继续保障经由巨大努力带来的全球经济复苏。我们必

须保证全球需求继续强劲且平衡; ( 2)我们需要加紧努力, 建立一个全球金融监管框

架。进一步推动二十国集团为实现将全球性的机构和市场纳入更透明的监管制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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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出的努力; ( 3)我们需要在其他一些对世界未来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的全球性问

题上取得进展。在匹兹堡, 二十国集团国家同意逐步取消对低效化石燃料的补贴。

美国已经表明美国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二十国集团的协调行动是对抗未来挑战的

唯一有效途径。0 ¹

上述提议的确成为了二十国集团多伦多峰会的重要内容。2010年 6月 27日,

第四次二十国集团峰会在加拿大多伦多闭幕,会议发表了5二十国集团多伦多峰会宣

言6。二十国集团要求各发达国家力求稳定复苏,同时力争在 2013年之前将各国目

前的财政赤字减半, 在 2016年前稳定并减少政府债务占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美国同意在短期经济增长和中期财

政政策可持续性之间寻求平衡,政府将制定目标,到 2013 年把目前的财政赤字削减

一半。峰会前, 由于欧元区爆发债务危机, 欧洲国家要求控制和削减财政开支, 而美

国在整体经济复苏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则希望各国能够继续实施经济刺激计划。º

第四,美国将二十国集团视为改革金融秩序并维护美国金融霸权地位的重要舞

台。

美国除了将二十国集团视为共商当前国际经济问题的平台之外, 还将二十国集

团当作推动国际金融秩序改革的重要场所。2009年 9月 24日至 25日, 在匹兹堡召

开的第三次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各国一致同意,发达国家需将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部分配额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配额将从 43%提高到 48%。会上发表

的5领导人声明6宣布,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同意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的份额至少增加 5%, 将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体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至

少增加 3%。2010年 4月 25日,世界银行春季会议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

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共转移了 3. 13%的投票权, 使发展中

国家整体投票权从 44. 06%提高到 47. 19%。美国主动提出提高新兴经济体投票权,

将八国集团机制向二十国集团机制过渡,在持续经济干预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额

方面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大力合作,以换取这些国家在其他领域, 如银行高管薪酬、

货币政策等方面对美国的支持,这实际上是美国金融霸权的策略性调整。2010年 10

月,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庆州( Gyeong ju)会议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

达成/历史性0协议, 确认向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代表性不足的国家转移 6%以上份

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 11月初就份额和治理改革一揽子方案达成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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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根据这个份额改革方案, 中国的份额将从目前的 3. 72%升至 6. 39%, 投票权也

将从目前的 3. 65%升至 6. 07% ,将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 得到在这一国际组织中的

更大话语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改革方案在二十国集团首尔峰会上获得了

批准。/金砖四国0等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的发言权将大幅提高。美国

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具有双重目的: 一方面通过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

国家的份额和表决权,反映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 增加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

的合法性,拉拢新兴经济体支持其国际金融改革计划; 另一方面减少欧盟在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的份额和表决权,削弱欧元对美元霸主地位的威胁。实际上,美国只希望对

国际金融秩序进行有限的改革,而从改革的结果来看, 美国依然保持着对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控制权。这只是美国金融霸权的策略性调整。

二  美国二十国集团战略动因分析

美国二十国集团战略既是为了达到破解金融危机困局、拉动美国经济增长、创造

就业机会的短期目标,也是试图化危为机, 在美国国家实力下降、新兴经济体崛起的

情况下,探索改革国际秩序的新路径,以最终维持美国主导地位的长远打算。

首先,美国二十国集团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维持其主导地

位。

奥巴马积极推动二十国集团框架发挥作用, 目的是在美国难以单独治理全球事

务的情况下,通过集体合作,保持美国对国际事务的主导权。从美国、欧盟和新兴经

济体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中,可以看出美国的意图。/在历次二十国集团峰会

上,美国、欧元区与新兴经济体必将在救市的风险和成本分担、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

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国家利益博弈。美国最关注的

是如何推动各国进一步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 而并非金融体系的

改革。0¹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则主张重新考虑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支配地

位,实行货币体系多元化和加强金融监管。2010年 11 月 12日,法国经济、工业和就

业部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Christine Lagarde)提出了法国在二十国集团的目的和

优先议程。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面, 拉加德认为,目前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是

无效和效率低下的, 国家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以及过剩的货币及资本流动危害着全

球经济。基于此,她认为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加以解决: ( 1)不稳定和无规则的资

本流动会损害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危害最不发达国家的币值稳定; ( 2)国际货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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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需要多元化, 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缺乏多元性会导致风险; ( 3)关于监管问题,二十国

集团应更好地协调货币政策,选择更好的金融监管政策。¹因此,欧元区国家主张对

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彻底改革, 提升欧元的地位。而美国只主张对国际货

币体系进行诸如适当加强监管、有限增加新兴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中的份额等有限改革。

从目前进行的改革来看, 欧洲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份额和表决权在下降,美国依

旧把持着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控制权。维持美国的霸权是奥巴马政府

的既定目标。早在 2007年,奥巴马就在当年的5外交6杂志上发表文章,阐述他的对

外政策构想,提出美国必须以负责任的方式结束伊拉克战争,同时重新确立美国的领

导地位,以应对新的全球性挑战并抓住种种新契机。希拉里 #克林顿国务卿则表示,

/单靠美国无法解决最为紧迫的(国际)问题, 而没有美国,世界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我相信,世界一向需要美国的主导,而现在仍然需要。现在的问题不是美国能否或是

否应该担当领导,而是美国如何在 21 世纪领导世界。只要美国信守理念, 并采纳符

合时代要求的战略, 它就将始终是一个国际领袖。0º

其次,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霸权,世界权力转移出现新特点。

2008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对未来国际社会的发展进行了评估。该报告称,

由于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崛起,全球多级体系正在出现。以前从未出现过的财富

和经济实力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正在进行,并将持续下去。美国将继续保持世界上

最强大国家的地位, 但优势会逐渐减少。» 二十国集团的兴起反映了国际舞台的权

力转移,反映了权力从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而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

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进展, 各国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 国际格局呈现复

杂、多元和多重因素相互影响的态势。约瑟夫 #奈曾形象地指出,国际力量格局不再

是简单的单极或者多极, 而是一个复杂的、具有军事、经济和多类行为体的三维尺度

的立体格局。第一维是军事的。国际军事力量格局仍然是单极的,以美国为首;第二

维是经济的。国际经济力量格局已经呈多极化趋势,以美国、欧洲、日本与中国各占

一极。美国在这一维中不占有霸权地位,需要平等地与其他几极讨价还价;第三维包

括所有政府以外的跨国行为, 其中包括银行之间的大额电子转账交易、恐怖分子的武

器交易、黑客攻击、全球气候变暖, 以及传染病的流行等。在这一维中, 力量是分散

的。这一维给安全带来了新的定义,传统的第一维中的军事力量已经不能简单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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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这些威胁。因此, 他建议美国依靠军事力量实行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就如同建议美

国在这样一个三维的棋局里扮演一个只有一维思维的棋手, 其结果注定是要失败

的。¹ 有美国学者从全球治理的角度对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进行了比较分析,阐

述了建立二十国集团的必要性。他们认为,诸如全球贸易谈判僵局、禽流感的威胁、

伊朗发展核武器及与全球贫困斗争等全球性挑战,都需要有更加具有包容性、代表性

和效率更高的全球治理新途径。八国集团作为 8个工业化国家的论坛,由 20世纪中

期的发达国家构成, 不包含 21世纪的新兴大国,已经逐渐变得缺乏效力、代表性与合

法性。美国的全球利益可以通过增加全球发展进程的包容性和有效性得以实现,而

不是坚守过时、形式化和缺乏代表性的八国集团平台。因此,最适宜和实用的解决办

法是将八国集团扩展为二十国集团:通过将主要的新兴经济体纳入全球治理体系,鼓

励它们为解决全球性问题做出建设性贡献, 分担工业化国家不能独立承担的挑战。º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全球范围内国与国相互依赖的发展, 促使美国做出了这样的战

略调整。

第三,提升二十国集团地位,加强与二十国集团合作, 是奥巴马政府实施/巧实

力0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安德鲁#赫里尔( Andrew Hurrell)指出, /当进入霸权弱化的时期, 可供华盛顿

选择的方案主要有三种: 最有可能的一种是全心全意地拥抱自由主义的多边主义;第

二种选择是重新运用国际制度,但同时按能密切反映目前美国利益的方式尽量改革

这些国际制度; 第三种选择是重新关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长期因素, 也就是构建轴

心 ) 轮辐体系, 通过这样的方式,与主要新兴大国和地区力量发展关系。0»从奥巴马

执政以来的外交实践来看,奥巴马政府综合采取了上述三种战略。落实到外交政策

上,就是明确提出并积极实践/巧实力0外交政策。从目前情况看,修补小布什政府时

期造成的外交创伤、提升美国软实力、倚重多边主义、在自身实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

维持美国霸权地位, 成为奥巴马政府/巧实力0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国务卿希拉

里#克林顿对/巧实力0外交表述为:要通过灵巧运用可由美国支配的所有政策工具,

包括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各种手段,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¼ 奥

巴马政府认识到,美国和全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包括正在进行的战争和地区冲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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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经济危机、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气候变化、世界性贫困、不安全食品和流

行疾病等。有时候, 军事力量对于保护美国人民和美国利益是必需的。但是,外交和

发展对于构建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世界来说, 将是同等重要的。这就是/巧实力0

的本质。¹奥巴马政府/巧实力0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 就是重新认识和运用多边主

义。美国学者建议, 如果多边主义被有效地运用, 美国就能重建在国际社会的声望,

从而为美国在全球的国家利益和行动提供更大的合法性。º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奥

巴马政府外交政策以重振美国经济为核心,它在对外政策方式方法上,倾向于采用多

边合作的策略以振兴美国经济。奥巴马政府注重多边主义主要表现在三个途径上:

一是积极加强与联合国的关系;二是确保美国在八国集团中的领导地位,修补其与其

他发达国家的关系; 三是积极参加二十国集团的行动, 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应对全球挑

战,提升美国软实力。

三  二十国集团的发展前景

国际金融和全球经济的好转, 显示出二十国集团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和显

著地位。有中国学者认为, /二十国集团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走向取决于国际力量对

比的变化,只要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方向转变,国际体系的改

革进程就不可逆转, 二十国集团就不大可能重回危机前的那种沉寂状态,但受各种复

杂因素影响,其发展前景也存在不确定性。0»

美国学者普拉萨德( Esw ar Prasad)分析了存在不确定性的重要根源: 这个论坛

的不同国家集团还存在着实质上和观念上的分歧,在面临最严重金融危机、各种经济

体开始出现返祖现象的时候, 这种分歧越发变得明显; 美国和英国保持着盎格鲁2撒

克逊人对市场力量的强烈推崇,而法国和德国带领欧洲经济体希望增加监管的范围

和力度;主要的新兴经济体大多关心如何融入一个新的国际调控框架。要想使二十

国集团运作起来需要应对三个方面的挑战:界定论坛的目标、确定定量的标准和执行

机制。由于二十国集团中的主要国家对上述三个方面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 这意味

着会有潜在的冲突。有的国家从政策变量角度来界定二十国集团的目标 ) ) ) 财政平

衡和实施监管政策; 而其他国家关注结果变量,即应该将经常账户收支包括在框架之

中。即使各国就目标达成了一致, 比如将经常账户收支设定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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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大可能就定量标准取得一致。各国即使就目标和标准都取得了一致意见, 最重

要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也就是缺乏有效的机制使国家做出可信的承诺来实现确定

的目标。缺乏有效机制, 就容易出现欺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担了二十国集团管

理者的角色。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实施者来采取哪怕是象征性的行动来反对

不履行承诺的国家。¹

二十国集团内部分歧和二十国集团本身的机制建设, 是二十国集团未来发展前

景的重要影响因素。美国学者迈克尔 # 佩蒂斯 ( Michael Pet t is)认为, / 参加伦敦

二十国集团会议的各国领导人就采取一些具有实质意义或者象征意义的措施达成了

一致,但他们回避了引起主要经济强国分化的真正议题,因此,他们不能解决全球贸

易和投资不平衡的根本原因。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在理解全球金融危机的

原因方面,中国、欧洲和美国有着不可调和的概念框架。此外,它们彼此冲突的国内

政治约束也很难就如何解决问题达成一致。0º

此外,还有诸多因素影响着二十国集团的未来走向。比如, 美国和欧洲尽管有分

歧,但在发达国家应该主导二十国集团领导权的问题上观点是一致的。新兴经济体

在二十国集团中仍处于弱势地位, 它们不断地被发达国家要求承担各种义务。发达

国家在解决金融危机和恢复全球经济上,迫不得已将合作的中心转移至二十国集团,

但政治和安全问题仍依靠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来解决。因此, 发达国家在面对

二十国集团发展前景时, 始终做着两手准备:一方面参加二十国集团, 另一方面试图

构建自己能够得心应手控制的多边治理机构。如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倾向于构建八

国集团和六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非洲国

家)组建的十四国集团,并成为/改变世界治理方式的联盟0。在华盛顿召开第一次金

融峰会时,法国总统萨科奇当时就提出召开十四国集团会议而不是二十国峰会。同

时,萨科奇希望在 2011年法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实现由八国集团向十四国集团的

转变。» 美国则倾向于与其盟友发展更紧密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希望推动二十国集

团继续发展,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弱势地位不能确保二十国集团的顺利健康

发展。

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态度对二十国集团的发展至关重要。从

目前来看,美国的态度对二十国集团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双重作用。一方面,美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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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国集团的积极参与无疑为推动二十国集团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并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二十国集团的领导权问题, 引领了二十国集团的发展; 另一方面,美国借助二

十国集团,拒绝对包括国际金融秩序在内的国际经济秩序进行实质性改革以维持其

金融乃至经济霸主的做法,必然引发它与其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尖锐矛盾,从

而阻碍二十国集团的发展。从目前情况来看,二十国集团在协调全球刺激计划、促进

金融体制改革和增强全球金融系统稳定方面采取了有效措施,与此同时,二十国集团

已经成为新兴市场大国发出更强声音的重要论坛。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金砖

四国0的重要成员,中国将积极推动二十国集团的发展。

房广顺: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唐彦林: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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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ariety of factors af fect the impact of American so ft pow er in the

w orld. T he pr incipal factor is the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nat ional

interest lies as the dr iv ing for ce behind American sof t pow er. If ex er2
cised at a wr ong t ime in a w rong place, A merican cultural values

w ould face the par adox of underm ining the influence of A merican sof t

pow er. Cultural conf licts and ant i2Americanism do somet imes stem

from American culture itself. Unfo rtunately, w ithin the American

soft pow er, there is a split betw een po litical influence and cultur al

values. Such a split and mismatch is one of the factors that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sof t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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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Impacts X ia L ip ing  ( 81)………………………………………

T he Obama adm inistrat ion has basically car ried over Bushps T aiw an

Strait po licy in his second term, and has added some new measures as

w ell. A t pr esent ,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stable Sino2U. S. relations

for it s global strategy, so the Obama adm inist rat ion has a posit ive

view of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 ions betw een the tw o

sides across the T aiw an Str ait . How ever, it puts mo re emphasis on

the impo rtance of the stability of the relat ions. T he Obama adm inis2
t ration has suppor ted T aiw an to expand its / international space0 and

cont inued the policy of U . S. arms sales to T aiw an. Although the

Obama administ rat ion has been in favor of the signing o f the cross2
str ait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 o rk Ag reement ( ECFA) , it has

made great efforts to deepen and expand the econom ic and tr ade rela2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