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重蹈历史上 /帝国衰亡 0的覆辙。总之, 美霸权地

位削弱是相对的,此次金融危机殃及全球,世界上主

要经济体都遭重创,没有赢家。从霸权兴衰史看,没

有永不衰落的霸权。美走向衰落是必然的, 但这种

必然性成为现实是一个长期过程。在未来可预见的

一段时间里, 美仍将继续是全球 /唯一 0超级大国。

美耶鲁大学教授保罗 #肯尼迪撰文称, /美不可能

是一个在一夜间就被倾覆的帝国。0

美国霸权地位的相对削弱将加快国际经济秩序

的民主化进程。早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前, 美国内战

略研究界围绕国际秩序和世界格局问题就曾展开过

辩论, 认为美单极霸权时代已经结束的大有人在。

美 5新闻周刊 6国际版主编扎卡里亚认为, /世界正

经历现代史上第三次重大的力量转移 0, 美支配地

位逐渐消失,世界进入了 /后美国时代 0。美对外关

系委员会主席哈斯认为, 美统治世界的时代正在走

向终结,国家、企业、国际机构和恐怖组织群雄并起,

世界进入了一个 /无极时代0。曾因撰写 5历史的终

结 6一文而名噪一时的弗朗西斯 # 福山则明确提

出, /多极体系已经出现,这正是主宰今天这个世界

的现实 0。此次金融危机对二战后建立的以美国为

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将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危

机暴露出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种种弊端, 国际社会

要求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

示,国际社会应考虑进行 /深入和系统的金融改

革 0。法、德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呼吁建立新的布雷

顿森林体系。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建立 /超

主权储备货币0倡议,不仅得到俄罗斯、巴西等新兴

市场国家的支持,还得到了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的积极响应。另一方面,在危机冲击下,一向霸

气十足的美国不得不同意 /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和代表权 0, 这

为改革现存国际经济秩序提供了可能。美新任国家

情报总监丹尼斯#布莱尔在 2009年 2月 12日向美

国会提交的52009年度威胁评估报告 6中, 将金融危

机及其地缘政治影响列为美国家安全面临的首要威

胁。应对金融危机成为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

首要目标。美谋求通过让渡自己在国际经济秩序中

的部分权力,与各国联手来遏阻金融危机的蔓延和

深化,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当然,新的国际经济秩

序的形成将是一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调整和改革

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和平手段对

世界权力进行再分配,在美 /一超 0地位尚存的情况

下, 想要完全打破美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公

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恐不会一蹴而就和一帆

风顺。美与俄、中等新兴国家围绕建立何种国际经

济新秩序的斗争将更趋激烈。

金融危机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更

加突出,美一些学者甚至认为,现在是中美联手建立

/ G20、为世界确立新的游戏规则的时候了, 美政府

也将中美关系视为 / 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0, 称

中美关系对解决金融危机等全球性问题至关重要。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选择举世关注。中国应继续坚

持 /韬光养晦0和 /有所作为0的外交方针, 一方面积

极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为包括中

国在内的新兴国家争取更多的代表权和话语权; 另

一方面必须对自身实力有清醒认识, 不能谋求在国

际经济秩序中取代美国或与美国分庭抗礼, 中国只

有与美国发展积极、全面的合作关系,才能最大限度

地维护和扩展中国的国家利益。 o

欧洲借金融危机推动国际制度变革

冯仲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所长 研究员 )

  欧洲国家虽然和美国一样参与建设并主导着现

有国际机构和制度,但与美国不同,欧洲主张对目前

的国际制度进行大的调整和改革, 推动塑造新的国

际经济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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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欧洲国家就表现出与

美、日等国不同的立场,不仅积极倡导多边主义,而

且努力推动其付诸实施。德、英、法等国均曾多次呼

吁扩大 8国集团,在遭到美、日反对后, 又推动确立

了 / 8+ 50制度。中国等新兴大国首次被邀出席 8

国集团会议是 2003年法国担任该集团主席之际,之

后这一做法被其他 8国集团欧洲成员国所效仿。但

美国未照办,直到德国 2007年主办 G8峰会时提出

/海利根达姆进程 0, / 8+ 50形式最终实现机制化。

金融危机使欧洲进一步认识到了 /改革0目前国际

制度的紧迫性。欧洲成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主

要受害者,众多的欧洲金融机构被美国次贷业务拖

下了水。截至 2008年 12月底, 欧洲银行业的损失

达 2777亿美元, 占全球金融业损失的 37. 3%。金

融危机给欧洲实体经济特别是汽车业与房地产业也

造成了重挫。2009年 1月和 2月, 欧洲汽车销量同

比分别下滑 27%和 18%。欧洲汽车制造商 2009年

3月初预测,全年欧洲汽车产出将比上年减少 25%。

自 2008年下半年起, 欧盟经济陷入衰退, 2008年

GDP仅增长 1%, 大约只及 2006年 ( 3. 1% )和 2007

年 ( 2. 9% )的 1 /3。2009年欧洲经济衰退程度无疑

将更加严重。据欧盟委员会最新预测, 2009年欧盟

经济增长为 - 2% ,其中德、英、法三大国分别为 - 2.

3%、- 2. 8%、- 1. 8%。

金融危机不仅严重冲击了欧洲金融体系和实体

经济,而且对欧盟一体化进程构成了挑战。这突出

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金融危机加深了新、老欧盟

成员之间的矛盾。较之于西欧,中东欧国家由于经

济实力较弱,受到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影响更大。

这些国家对西欧国家抱有很大期待, 希望在欧盟老

成员帮助下走出危机。然而西欧国家银行出于自保

而采取的从中东欧撤资以及法国等国保护本国汽车

业的一系列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决定, 令中东欧国

家非常失望, 一度对欧盟内部团结造成很大伤害。

其次, 严峻的经济形势使得欧盟无暇、无力再顾及东

部邻居,扩大步伐陷入停滞,而对未纳入扩大范围的

国家的援助承诺也打了水漂。

针对金融危机, 欧洲把改革国际制度的重点放

在与金融有关的国际机构和制度方面。金融危机一

发生,欧洲就冲在改革的第一线。法国不仅是 2008

年 11月 G20华盛顿峰会的始作俑者, 而且联手德

国在 2009年 4月 2日伦敦峰会前威胁如其主张得

不到采纳将退出会议。欧洲的主张包括: ( 1 )放弃

国际金融机构领导人选的垄断权。英国首相布朗在

G20伦敦峰会前出访巴西时表示, / IM F、世界银行

等国际机构现在都必须改变以适应新的现实。世行

的下一任行长不一定要是美国人, IM F的下一任总

裁也不一定要是欧洲人。0 ( 2)创建 /世界经济安理

会0。德国总理默克尔最早在 2009年年初达沃斯世

界经济论坛上提出了这一主张。默认为,就像联合

国安理会一样,建立一个 /世界经济理事会 0有利于

监督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范的落实。 ( 3)加强对全

球金融市场的监管。经过与美国多番斗争, 这一主

张被 G20伦敦峰会所接受。峰会通过的有关建立

国际金融稳定委员会以及打击 /避税天堂 0等措施

均体现了欧洲加强监管的思想。

欧洲和美国围绕改革国际金融制度发生的分

歧, 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二战结束以来双方各自代表

的两种发展模式即 /盎格鲁 -萨克逊模式 0和 /莱茵

模式 0之争的继续,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反映了

欧洲国家对全球化世界以及在新形势下自身利益的

重新定位。在 /单极世界论 0十分流行之时,欧洲不

少精英就已认定多极世界将不可避免。正因为如

此, 中国关于多极化的主张一直受到欧洲的认可和

支持。但在 2003年伊战后一段时间欧洲对世界的

看法以及对美国的政策均出现了较大变化。人们首

先注意到的是, 2003年美国国务卿赖斯在伦敦国际

战略研究所发表演讲时, 十分尖锐地批评了多极化

思想。之后欧洲领导人很少再在公开场合使用多极

化字眼。事实上,这不只是欧洲策略上的调整,更重

要的是它反映了经过伊拉克战争后欧洲对其所处的

世界及其利益所做的新的思考。其结论之一是 /放

弃平衡美国的战略 0, 即面对诸如气候变化、国际恐

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全球性挑战,欧洲

自身保护不了其利益,因此首先要加强与美国的合

作。法、德最著名的两个国际问题智库前负责人多

米尼克#莫伊西和卡尔 #凯泽在一篇合写的文章中

指出, /欧洲面临的问题不再是面对美国确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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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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