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中国家兴起改变了时代与世界格局

刘江永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

  当今时代的主要特征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多种国家发展模式竞争,可以简

称为 /并存与竞争的时代 0。G20峰会机制的初步

形成, 与这一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一方面, G20峰会

机制是在 2008年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诞生的,而始于

美国、席卷全球的这场百年罕见金融危机的根源则

在于美国模式。另一方面, 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组成

G20机制,也折射出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时代特征。

此外, 当今世界, 中国模式引人注目则是多种国家模

式竞争的必然结果。尽管目前 G20峰会机制还有

待巩固和完善,但它标志着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改变

了时代,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开始发生新变化。

第一,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在上升, 作用明显增

大。G20最初是为应对 1998年东亚金融风暴而由

G8和 10个发展中国家及欧盟等于 1999年组成的

非正式对话机制,每年只举行一次财长和央行行长

会议, 以协调国际经济、货币政策, 谋求国际金融体

系稳定。然而,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迅速席卷全

球, G8成员国成为重灾区,难以自保。于是,包括主

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G20便一举取代 G8,成

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重要平

台。G20成员国人口占全球 2 /3以上, GDP占全球

90%以上,国际贸易占全球 85% 以上。自 2008年

11月以来, G20举行了三次峰会, 成为促进全球金

融、经济合作最重要的多边机制之一。G20峰会机

制的初步形成表明,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

的作用和发言权大幅提升。匹兹堡峰会发表的 5领

导人声明6承诺, 今后要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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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

银行的投票权至少增加 3%。从 G8到 G20, 标志着

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美日欧垄断世界经济事务

的时代宣告结束,发展中国家参与重大国际事务,与

发达国家共同制定规则的国际新秩序将趋形成。

第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国际关系的基

调是国际协调与合作。回顾历史, 1929年世界经济

大萧条发生在帝国主义时代, 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

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后起的帝国主义列强要求重

新分割殖民地,必然引发争霸战争。当时美国的经

济危机迅速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加剧了资本主

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而各国之间的关税战、货币战导

致排他性经济集团、军事集团先后出现。 1933年 6

月, 60多个国家为稳定货币,阻止关税战曾在伦敦

召开世界经济会议,但以失败告终。于是,法西斯主

义的 /生存空间有限论 0迅速蔓延。德国纳粹上台,

日本军国主义横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导致第二次

世界大战爆发。当时的世界无论是两极还是多极都

是彼此对抗,和平只是两次大战之间的暂时间歇期。

而当今时代,殖民地体系早已瓦解,不存在后起大国

为争夺殖民地而发动战争的客观条件。因此, 当今

时代的多极化格局,不同于历史上大国争霸、瓜分势

力范围的局面,相比之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获得政

治独立后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已经成为具有举足轻

重作用的和平力量。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模式显示

了其特有的优越性,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不能无视

或拒绝中国。因此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

之间没有爆发剧烈摩擦, 而是试图与发展中国家一

道采取刺激经济的政策,共同为加强金融监管、稳定

金融秩序和恢复市场信心而努力。于是, G20峰会

机制便应运而生,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的国

家的领导人走到一起, 共同谋划全球经济、金融大

事, 维护人类的和平与发展。G20崛起的划时代意

义也在于此。

第三,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加深,国际格局正向多

元共存方向发展, 而非多极对抗或少数大国决定一

切。国际上有人称 G20机制实际上是 /中美 G20共

治。这恐怕既不符合客观现实, 也不符合中国的政

策取向。 2009年 8月 /韩半岛先进化财团0与5朝鲜

日报 6对 G20所作的一项相关国家实力比较的分析

显示: 美国得 69. 15分、中国得 54. 73分, 分列第一和

第二位,但美国得分比中国高出 10分以上, 说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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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仍是世界最强国。在 13个具体测评领域中, 美国

在国防、经济、科技、教育、信息、外交、宏观变化应对

能力等 7项指标上排名第一。中国则在政治、文化、

社会资本实力等 3个软实力领域排名第一。其实,

撇开军事力量的绝对落差, 中国在经济实力上亦有

明显的差距。2008年,中美两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

重分别为7. 23%和 23. 44%,美国经济规模约为中国

的 3倍;中国人均 GDP为 3266. 8美元,仅居世界第

98位;中美两国进口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6. 7%和 13. 9%。即便是在 IM F中的表决权, 目前

中国的份额也只有3. 72%,而美国、日本、德国、英国

的份额则分别为 16. 77%、6. 02%、5. 88%、4. 86%。

这种局面亟待改变, 否则中国难以发挥应有的更大

作用。中国政府认为, 极少数大国或大国集团垄断

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了,多个力量中心正在形成。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

实力增强,地位上升, 成为国际舞台上不容轻视的一

支重要力量。各类区域性组织日趋活跃, 并显示出

强劲的生命力。温家宝总理对 G2的提法说 /不0,

同时他认为, /进入 21世纪,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

化,已经把世界连成一体, 文化的发展将不再是各自

封闭的,而是在相互影响中多元共存。0G20针对国

际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多边合作恰好反映出这种

国际格局多元共存的新特点。

第四,当前国际格局极为复杂, 贸易、投资保护

主义还威胁着世界经济回升, 发展中国家还面临严

峻的竞争与挑战。总体上看,世界 /一极多元 0结构

尚无根本改变, 美国在军事、金融领域仍居世界之

首, 美元仍是霸权货币, 但美国这 /一极 0在弱化,

/多元0力量在发展,其中包括地区组织等非国家行

为体,以及 20国集团的兴起。从大国格局看, /一

超多强0局面也无根本改变。美国综合国力最强,

仍保持 /一超 0地位, 但金融危机爆发后明显削弱,

/金砖四国 0等 /多强 0走强。从地区层面看, 地区

格局出现不同趋势。在欧洲、东亚等地区,经济一体

化与区域合作不断加强,形成多元并存、协调发展局

面; 在欧亚大陆结合部、东北亚等地, 冷战时期遗留

的地缘战略矛盾依然存在;在中东、南亚等地区, 原

有民族、宗教矛盾尖锐化, 呈现局部地区 /多极 0对

抗局面。因此,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 贸易、投

资保护主义有抬头的可能, 世界各国争取可持续安

全还需付出长期努力。 o

俄罗斯是 20国机制不可或缺的成员

季志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研究员 )

  俄罗斯对 20国集团态度积极,领导人不仅积极

参加峰会和财长会, 而且总带来一些建设性意见。

俄罗斯这种立场是出自它对国际格局变迁的基本判

断。普里马科夫 1996年出任俄总理后,做出了世界

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的基本判断,并将外交方针确定

为使俄成为未来多极世界中有影响力的一极而创造

条件。 2007年初, 普京又提出了 /平衡的多极化世

界 0设想,表达了俄将致力于建设此类多极世界的

愿望。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俄政界、学界更加坚

信,美国已经从巅峰滑落, 世界多极化趋势正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进一步加快, 有人甚至认为世界已经进

入多样化时代。最近,俄外长拉夫罗夫撰文宣称,欧

洲文明主导的世界已经 /走到了尽头 0, 世界政治已

经越来越 /多中心 0, 已经 /需要一种与当前世界多

中心性相适应的金融经济基础 0。正是从这一判断

出发,俄罗斯领导集团对 20国集团持积极支持态

度, 并把这一新的机制视为展示俄作用的重要平台。

拉夫罗夫强调, /俄罗斯作为一个积极和真正的-玩

家 .重新回归全球政治、经济和金融领域 0。

俄罗斯是 20国集团理所当然的成员。虽然俄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遭遇沉重打击, 2009年前三季度

GDP下降了 10%, 全年降幅可能达 7. 5%,有的专家

甚至认为俄没有资格成为 /金砖四国 0成员,也有的

专家要求把俄踢出 8国集团, 但必须看到,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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