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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一定时期的世界生产力和世界生产关系决定了国际政治关

系和国际格局的状态和特征。 当前世界格局仍然处于调整过渡之中，总体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全球

金融危机对世界格局产生深刻影响，美国实力进一步下降，一批新兴发展中国家崛起，推动世界多

极化趋势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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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格局及其决定因素

所谓国际格局， 是指国际社会主要力量之间在

一定历史时期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结

构、模式或样式。世界格局的构成要素是国际政治力

量， 即能够在对世界局势和国际关系的运行和发展

产生重要影响的行为主体， 尤其是大国或以大国为

中心的国家集团。
那么，国际关系、国际格局的发展规律是什么？

它们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理想

主义流派强调人类善的本性和良知， 认为道德、法

律、 规则等抽象因素决定国际政治关系和国际格局

的状态和性质[1-1]。 而西方现实主义流派则强调权力

的作用， 把国际关系中的所有政治问题都归结为权

力问题， 认为国家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使国际社会

充满竞争、冲突和战争，崇尚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

“丛林法则”[1-2]。 这些理论从不同视角解释了国际政

治的一些现象，具有各自的合理因素，但没有从根本

上揭示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的内在决定因素及其发

生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同样揭示了国际社会发生发展的规律。马克思指

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

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
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2]马

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

上层建筑的科学论断， 不仅适用于国家内部政治与

经济的关系， 同样适用于主要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

际关系领域。 国际政治、国际格局属于上层建筑，经

济基础变革后， 国际政治和国际格局的基本性质和

内容就会发生变革。 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及相应世界

生产关系构成世界政治关系的基础， 经济关系是国

际政治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一定时期的世界生

产力和世界生产关系发生变革， 引起国际政治关系

和国际格局的变迁。
世界经济格局即一定时期构成世界经济体系中

的主权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 组合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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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互作用的总关系和总态势，决定了该时期的国

际政治关系及国际格局的性质和内容。 经济实力是

国家实力构成诸多要素中最核心、 最基础的部分。
国家经济实力的对比，各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

位和作用，直接决定各国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地位

和作用。 由于世界主要经济力量对比始终存在不平

衡性，因此决定了国际格局的变动性。 随着大国或

主要国家集团之间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世界格局也

会发生相应变化。
同时，国际政治关系对世界经济关系具有重要

的反作用。 大国或国家集团之间的政治关系，大国

或国家集团的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对国际分工、国

际贸易、国际金融以及国家经济发展都会产生重要

的影响和作用。
近代国际关系的变迁充分证明了唯物史观的科

学性。 17 世纪中叶的欧洲，工业革命推动生产力的

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由此形成了欧洲近代

国际政治体系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19 世纪初，
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成熟，欧洲列强争霸，掠夺殖民

地，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出现，形成“维也纳体系”。

20 世纪前半期，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美日崛

起，与欧洲列强在经济上瓜分世界，国际贸易、国际

分工有了新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争夺引发第

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形成“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一战后，出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帝国主义之

间的矛盾再次激化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形成

“雅尔塔体系”。二战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多国出

现，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纷纷获得民族独立，形成一

百多个主权国家和数万个非国家行为主体的现代国

际政治体系。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

体，两极格局瓦解，冷战结束，原来的计划经济国家

纷纷向市场经济转型， 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崛起；同

时，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世界生产力

有了极大提高，国际分工、国际贸易有了全新意义的

发展，国际力量分化组合，世界多极化趋势出现。

二、当代世界多极化趋势

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两极格局和冷战

结束，世界力量分化组合，国际格局总体向多极化方

向发展。

（一）美国实力相对下降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综合

国力超强， 相当多的美国人认为是开始了美国独霸

世界的“单极”格局时代[3]。 然而，世界局势的发展很

快打破了这一结论。实际上，自二战后美国实力一直

处于相对下降状态。
从经济实力来看。二战后初期，美国经济约占全

球市场经济总额一半[4]。 此后，虽然美国经济继续发

展， 但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复兴及广大发展中国家

的经济发展，使得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不断

下降。 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美国 GDP 占世界 GDP
总额的比重下降到 28%左右[5]。 2008 年美国 GDP 为

14.2 万亿美元， 继续居世界首位， 但是其占世界

GDP 的份额已下降到 23.4%①。
从软实力来看。 2001 年美国发生“9.11 事件”，

布什政府转向反恐防扩和国土安全为重点的全球战

略，将伊拉克、伊朗、朝鲜称为“邪恶轴心国”，将任何

持有或谋求对美国具有威胁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

国家均视为敌人，并对其采取先发制人战略，先后发

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 布什政府单边霸权主义的

外交和军事安全战略不仅造成美国巨额军费开支，
而且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美国与伊斯

兰世界的对抗，美国与拉美、非洲一些国家的冲突，
美国与欧盟国家在伊拉克战争、 气候变化等问题上

的分歧和矛盾，美国对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遏制，
这一切都严重损害美国的形象及其在全球的影响

力，致使美国软实力下降。

（二）多极化格局中的欧盟和日本

欧盟实力来自其一体化形成的整体实力增强。
二战后欧洲统一进程不断发展。 1951 年法、意、联邦

德国、荷、比、卢六国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1955 年

六国建立欧洲共同市场，1957 年建立欧洲共同体，

1991 年成立欧洲联盟。 此后欧盟急剧东扩，2007 年

扩展至包括 27 个成员国、 近 5 亿人口的国家联合

体。欧盟是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组织，发

行了欧元，基本完成了经济一体化，正在向政治、法

律一体化的目标迈进。 欧盟囊括欧洲所有工业化国

①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 2007—2011》（世界银行网站，2009-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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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2008 年欧盟 GDP 总额达 19 万亿美元， 超过美

国 4 万多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共同体①。
冷战结束后，欧美同盟关系出现新变化，原来潜在的

矛盾日益显现，在伊拉克战争、气候变化等地区问题

和全球问题上，欧盟与美国发生冲突，而同中、俄及

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合作。 欧盟是当今世

界多极化格局中的重要力量。
日本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亚洲第一位。 日

本 GDP 在上世纪 90 年 代 中 期 曾 经 突 破 5 万 亿 美

元，超过了美国的 50%，但是此后却是连续十多年

停滞， 经济实力相对下降，2008 年日本 GDP 为 4.9
万亿美元，为美国的 1/3，而中日的差距缩小①。 冷战

结束后，日本追求政治军事大国地位，争当联合国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 美日关系发生一定变化，冷战期

间的“主仆”关系向相互借重方向发展，日本外交独

立性增加。美日继续维持军事安全同盟关系的同时，
美国要求日本增加其在同盟中的职责，扩大日本在

美国全球战略和亚太战略中的作用。 日本也是世界

多极格局中的一极。

（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冷战结束以来，以中俄印巴“金砖四国”为代表

的一批新兴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

总体力量不断增强，成为多极化趋势的主要动力和

重要标志。

“金砖四国”（BRICs）。 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

四国约有 26.5 亿人口，占世界人口 40%；2006 年四

国 经 济 增 长 率 平 均 8.3%， 对 世 界 经 济 贡 献 率 达

30%；据高盛公司预测，四国 GDP 总和 2050 年超过

美日德英法意六大工业国总和。 其中，中国是世界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人民生活基本实现小康，GDP 总量先后超过意、英、
法、德，目前居世界第 3 位，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

作用日益增强。 俄罗斯经济增长加快，过去 8 年俄

罗 斯 GDP 增 长 了 70%，2007 年 GDP 增 长 8%，达

1.35 万亿美元， 重新回到了世界经济十强的行列。
美国和北约对俄罗斯不断挤压和遏制，俄与美欧的

矛盾和冲突增加。 印度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20 世

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 印度走向市场经济和对外开

放，大力发展信息、软件等高科技产业，发展势头迅

猛，近年来经济增长年均 8%，2008 年 GDP 达 1.2 万

亿美元，居世界第 12 位，被认为是经济发展潜力最

大的国家之一。 巴西是拉美最大国家，地大物博，矿

产资源丰富，农产品产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前列，建

立了较完备的工业体系， 近年来经济走上快车道，

2008 年 GDP 达 1.6 万亿美元， 跃居世界第 8 位，被

认为是可持续发展潜力最强的拉美国家[6]。

“金钻 11 国”（Next11）。 即墨西哥、印尼、尼日利

亚、韩国、越南、土耳其、菲律宾、埃及、巴基斯坦、伊

朗、孟加拉等 11 个国家。 高盛公司继“金砖四国”之

后提出的又一新兴国家概念，认为这 11 个新兴市场

经济潜力仅逊于金砖四国，预测 2035 年金砖 4 国加

金钻 11 国的 GDP 可望超越西方七大工业国家[7]。

“VISTA 五国”。日本经济学家门仓贵史提出新兴

国家概念，即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阿根廷五国，
认为这五国是将成为下一代有潜力的新兴国家[8]。

中东产油国。 以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为代表

的石油生产和出口国。 中东石油储量 7 427 亿桶，约

占全球探明储量的 62%，石油产量约占世界 2/5，出

口量约占世界 2/3。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国际油

价飙升， 中东石油美元剧增，2006 年中东主要产油

国的油气出口收入超过 3 000 亿美元。 中东产油国

石油美元收入原主要向美国、 欧洲投资和大兴国内

建设，近来加强向新兴经济体投资，对世界金融和经

济格局将产生重要影响。

图 1 2008 年世界 GDP 排名前 15 国示意图（名义汇率）

单位：（亿美元）

①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 2007—2011》（世界银行网站，2009-06-22）。

②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主要发展数据与统计》（世界银行网站，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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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新兴国家在二战前大多为殖民地半殖民

地，二战后取得民族独立和解放，开始发展民族经济

文化。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

实力不断增强， 并出现一批快速发展的新兴国家。
尽管目前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很

大，但在逐渐缩小。 图 1 显示，根据世界银行资料，

2008 年世界 GDP 排名前 15 名国家中，发达国家有

9 个， 合计约 34.6 万亿美元； 新兴发展中国家有 6
个，合计约 11 万亿美元①。 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特别是中、俄、印、巴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对世界格

局的变革正在产生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推进了

世界多极化进程。

三、金融危机对国际格局的影响

近来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严

重打击，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 金

融危机对世界格局也产生重大影响，总体上有利于

多极化趋势的继续发展。

（一）美国“一超”地位受到挑战

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实力造成新的打击。 2007
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2008 年加剧，汇率、房市、股

市全面下跌，雷曼等投行破产，花旗等大银行亏损，
引发全球金融危机。 自 2007 年 12 月始，美国经济

陷入衰退，失业率增加，进出口贸易双双下滑，2008
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仅为 1.1%， 是近十多年来最低

的。虽然，美国 2009 年第三季度经济出现恢复迹象，
但预计全年增长率为负数。 可以预料，即使美国摆

脱危机，恢复增长，美国经济占全球经济份额将继续

下降。
更为严峻的是，二战以来以经济自由化、放松政

府管制为特征的“美国模式”，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受

到严重质疑，其影响力下降。 奥巴马政府为应对金

融危机采取的救急计划和刺激措施在方向上是加强

政府的投资和监管，是对美国经济自由化的一个否

定，从而进一步加重人们对美国模式的怀疑和批判，
美国的单极目标和霸权地位将继续受到挑战。

（二）新兴发展中国家力量将继续上升

金融危机也给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带

来严重冲击。 2008 年 9 月后，金融危机恶化带来的

外需减弱以及其他负面效应快速显现， 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减速， 出口放缓， 资本外流加

速。 特别是过度依赖出口和外资流入的新兴经济体

受到较大冲击。 2008 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为 6％，
增速同比下降 2.1 个百分点；印度增长 6.9％，增速

同比下降 1.7 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增长 9.6%，增速

同比下滑 1.8 个百分点。 但与美欧日发达国家相比

较，2008 年新兴发展中国家整体上仍保持稳步增长

态势，增长率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见图 2）。
各种资料显示， 新兴经济体复苏将快于西方发

达国家。 预计 2009 年，美欧日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

为负数，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为 1.2%，其中，新

兴经济体仍能保持 5%到 8%的增长率。2010 年世界

经济将走出危机， 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将继续

高于发达国家①。 据最新统计，中国 2008 年 GDP 达

4.6 万亿美元，2009 年经济增长率“保八”已成定局，
预计今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日本而居世界第二

位，印度则将进入世界十强行列，新兴国家和广大发

展中国家的实力将进一步增长， 世界多极化趋势将

进一步发展。

图 2 2008 年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经济增长率 单位：(%）①

图 3 2009 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预计

单位：(%）①

①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 2007—2011》（世界银行网站，2009-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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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改革

金融体系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组成和核

心内容。 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暴

露了旧的国际金融体系和经济秩序存在严重缺陷。
二 战 后 初 期， 美 国 主 导 建 立 了 布 雷 顿 森 林 体 系 。

1971 年尼克松政府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布雷顿

森林体系瓦解，1972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牙买加

首都金斯敦开会，通过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20 世纪

80 年代，里根政府推动金融投资工具及其衍生投资

产品的发展，形成华尔街体系。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

到华尔街体系，国际金融体系的实质没有改变，即美

元的世界货币霸权地位 [9]。 冷战后世界格局多极化

发展已经显示出旧的国际金融机制已不适应当今世

界形势的发展。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则充分暴露华尔

街金融体系危机，迫切需要改革旧的国际金融体系，
建立国际金融和经济新秩序。

金融危机的根源是复杂的，是经济全球化、美国

主导的国际金融机制、西方新自由主义放任等多种

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金融危机爆发后，每个国家

前期的各自为战和不协调行动，说明全球性的危机

仍然要在全球性的层面上解决，迫切需要改革国际

金融体系，全球货币流动所赖以生存的这个体系缺

少全球公共性，由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主导，广大发

展中国家缺少话语权和政策制定权。 而冷战结束以

来，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崛起，在

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大大增加，凸显了旧的国际金

融体系的不合理不公正性。

G20 峰会的召开标志着改革旧国际金融体系的

开端。 2008 年 11 月，20 个国家的领导人以及联合

国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共商全球

金融改革，应对金融“海啸”。 2009 年 4 月和 9 月，

G20 在伦敦和匹兹堡连续召开峰会， 在推动世界经

济复苏、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加强金融监管和解决全

球经济失衡方面取得广泛共识。G20 包括了中国、印

度、韩国、印尼、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俄罗斯、沙特

阿拉伯、南非等诸多新兴发展中国家，已经取代由美

欧日发达国家组成的 G7，标志着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开始迈出重要一步。 以中印等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

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将在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保持贸易和投资开放、
抵制保护主义等方面取得更大的发言权和发挥更重

要的作用。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将有利于世界多极

化发展。

四、国际格局发展走向

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实力的下降，新兴国家的

崛起，是否意味着美国“一超”地位的丧失？ 欧盟或

“金砖四国”是否将要取代美国的地位？ 实际情况并

非如此。
美国实力虽然呈下降趋势，但综合实力依然超

强。 美国 GDP 仍然高居全球第一，相当于其后日中

德三大国的 GDP 总和。 美国的军事力量称霸天下，
其军费预算相当于世界其他所有大国的总和，拥有

世界最强大的常规武器和核武器、 太空和网络力

量，在军事科技和新军事变革中领先其他大国约一

个时代。 美国科技实力雄厚，在微电子、信息、生物、
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领域均居领先地位，基础科学研

究实力超强，多年独揽诺贝尔奖项，专利数约占世

界总数的 1/3，美国企业研发能力强大，拥有众多高

科技企业，政府和企业对科技的投入和产出均居世

界首位，研究开发支出总额占 GDP 的 2.7%，超过其

他西方七国的总和。 美国的优势突出表现在人才优

势，拥有众多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不仅培养

了大批人才，而且吸引并留住世界最有才华的学生

和研究人员。 因此，美国头号大国的地位至少能够

继续维持二三十年。 在此期间内，尚没有任何国家

可以超越美国的综合国力。 欧盟虽然经济总额超过

美国，但仍然是数十个主权国家的联合体，其内部

矛盾重重，政治法律的一体化尚待时日，其军事、科

技等实力尚无法与美国相匹敌。 中、俄、印、巴等新

兴国家虽然发展迅速，潜力巨大，但其综合实力与

美国的差距还很远，在今后一个时期仍属发展中国

家行列。
美国模式虽有诸多弊端， 但仍然具有一定的活

力和自我调节能力。 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确实存

在许多弊端，此次金融危机充分予以显露。 但是，美

国的市场经济取向、现代企业制度等模式仍然有效，
中国、 印度及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均参考了美国

的模式和经验， 抛弃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转向市

场经济体制， 中国等还积极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银

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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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此外，美国模式并非是固定僵化的，从罗斯福新

政到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都是对自由市场经济

模式的调整，一定程度上还吸取了社会主义国家宏

观调控的经验和做法。 如果美国通过体制调整度过

此次金融危机、实现复苏，美国“一超”地位将得以

继续。
当今世界，由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国家之间

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赖日益增强，形成“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美国经济的衰退同时使

其他国家受损。例如，2008 年中国对美贸易额 3 200
多亿美元，其中中国顺差 1 700 多亿美元，对美贸易

占中国外贸总额的 13%，对美顺差超过中国外贸顺

差总额的一半。美国经济衰退不仅影响了中国出口，
而且导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加大中国摆脱

危机、促进增长的困难。

因此， 今后一个时期的世界格局仍然处于调整

和过渡状态，多极化趋势将继续发展，但是大国力量

对比仍不平衡，单极与多极的斗争激烈，美国“一超”
地位将继续维持二三十年，国际格局仍将呈现“一超

多强”态势。 然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和广大发

展中国家整体实力的增强是必然趋势， 国际力量对

比将越来越有利于发展中国家， 世界多极化进程不

可逆转。
世界多极化趋势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 有利于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有利于中国和各国的共

同发展。中国是世界多极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在周边

事务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力继续加大。同时，
世界还不平静，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 因

此，中国应抓住机遇，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构

建和谐世界，积极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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