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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融危机时代的
全球地缘政治变局与中国的机遇

马荣升  高新涛
(南京陆军指挥学院 国家安全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45)

[摘  要 ] 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国际体系正经历着冷战结束以来

最大的地缘政治变动。后危机时代,国际体系将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 新兴大国群体崛起, 传统大国趋向衰

落, 国际战略力量分化重组,多极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中美力量对比发生此消彼长的重大变化, 中美关系

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大国关系趋向缓和, 全球和地区地缘对抗色彩淡化; 国际秩序酝

酿结构性调整, 中国面临历史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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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于美国次贷危机、历时两年的全球金融危

机基本结束,世界经济开始转入漫长的复苏阶段。

此次危机破坏巨大, 影响深远。危机标志着冷战

结束以来美国建立单极世界企图的破产, 全球地

缘政治经历重大变迁, 多极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

段。在 2009年 9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

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 /当

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

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 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

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 全球思想文化交流

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 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

较量更趋激烈, 给我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

战。0这是党中央对当前世界形势的一个新判断

和新认识,对我们正确把握后金融时代全球地缘

政治变化和理性认识中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具有

指导性意义。

  一、国际体系分化重组, 由此重

绘全球地缘政治版图

  2008年是国际体系发生转折性变化的一年,

有三件事意义非凡:一是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并

夺得金牌第一;二是俄格发生军事冲突;三是美国

次贷危机诱发全球性金融风暴。前两件事标志着

俄罗斯和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强势崛起, 后一件

事标志着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开始走向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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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上述事件涉及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三个大

国,它们彼此独立, 互不关联, 但却从不同领域和

不同侧面折射出国际体系正经历着冷战结束以来

最为深刻的变化。

当今的国际体系形成于二战之后, 是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占支配地位的国际体系。该

体系在 20世纪 60年代末 70年代初经历了动荡、

分化与重组, 90年代前后由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

体而经历重大冲击, 但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当前

的世界矛盾仍是邓小平概括的 /东西南北0问题,

但经历此次危机后,矛盾主体和矛盾性质都发生

了程度不等的变化。

东西矛盾主要表现为社资矛盾, 冷战期间以

美苏争霸为主要标志,冷战结束后,这一矛盾并未

随苏联的解体而消亡,而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下来,

主要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同俄罗斯之间遏制

与反遏制的矛盾,以及西方国家同以中国为首的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矛

盾。近年随着俄罗斯的强势崛起, 俄开始大幅调

整对外战略。2006年,时任俄总统的普京公开宣

布俄罗斯将改变此前以融入西方为目标的对外战

略,而要发挥与其实力相称的世界影响力。其后,

俄对西方立场趋向强硬,同西方的矛盾不断激化。

2008年 8月的俄格冲突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由此

对俄美关系乃至整个国际格局都产生了深远影

响。与此相反, 由于中国国力迅速提升以及采取

了正确的、富于策略性的对外战略,中国和西方之

间的意识形态矛盾趋向缓和、淡化,这在近年表现

得尤为显著。未来,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

矛盾将逐渐转换为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之间的

矛盾。

西西矛盾趋于淡化但其内部关系并不稳固。

美欧矛盾曾因伊拉克战争而出现严重裂痕, 但近

几年得到修复, 俄格冲突期间西方国家对俄几乎

给予异口同声的谴责。萨科奇执政后,法国重返

自 1966年退出的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标志着西

方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此次危机也

暴露了西方联盟的脆弱性。危机来临后,各国力

求自保,几乎没有协调一致的政策。作为北约成

员之一的冰岛在危机中不得不求助于俄罗斯, 说

明西方关系并不牢固。

南北问题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的矛盾,但随着新兴大国崛起和传统大国衰落,南

北矛盾主体局部易位,结构性变化正在酝酿之中。

此次危机在带来全球性破坏的同时,也给南北问

题带来大变革和大调整。在南北关系中,传统大

国趋向衰落,新兴大国加速崛起,国际力量结构酝

酿质变。有人预言: /未来若干年, 很可能一部分

-南 .升级为 -北 . , 一部分 -北 .降格为 -南 . , ,

中国可能面临-他国让位机遇 .。0 [ 1]从发展趋势

看,以中国为代表的 /金砖四国 0将成为未来国际

体系中的主导性力量之一。

  二、新兴大国群体崛起, 多极化

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新兴大国崛起和传统大国衰落对全球地缘政

治变动具有决定性意义。此次危机引发了彼此独

立又密切相关的两件大事: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

大国的崛起和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大国的衰落。

那么, 究竟是新兴大国的崛起导致传统大国的衰

落,还是传统大国的衰落催生了新兴大国的崛起?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含义深刻。实际上,新兴大

国的崛起不是依靠传统的战争方式,而基本是依

靠自身的内涵式发展来实现的, 这使得其崛起具

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同样, 传统大国也不是因为

遭到新兴崛起大国的打击而走向衰落的, 而主要

表现为经济总量在全球份额中的减少、发展模式

遭到置疑以及对世界事务领导能力的下降。可

见,传统大国的衰落和新兴大国的崛起在时间的

发生上具有偶合性, 但不存在空间上的对撞性。

但是, 此次危机却使二者产生了高度的关联性,因

而比冷战结束以来发生的任何重大国际事件都更

具有标志性意义。

新兴大国群体崛起是 21世纪全球最为壮丽

的地缘政治景观。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中

心呈现出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转移的趋势, 此

次危机加速了这一进程。 /金砖四国 0高调亮相

和 G20取代 G8, 是这一结构性调整的肇始。自

/金砖四国0作为一个概念被高盛公司提出以来,

新兴大国开始作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战略力量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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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舞台。四国不仅在重大国际事务中保持磋

商、充分表达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和诉求,还接连举

行峰会, 其声势之大、影响之广,使国际政治舞台

焕然一新。G20的最初设计是为发展中国家和发

达国家提供一个沟通的渠道, 充其量只是各国财

长和央行行长参加的非正式论坛, 此前从未举行

过峰会, 但金融危机爆发后, 自 2008年 12月至

2009年 9月,在不到一年时间内竟密集举行了三

次峰会,凸显了它在非常时期非同寻常的作用和

价值。G20容纳了当今主要经济体尤其是涵盖了

所有新兴经济体,这使其较其他任何组织都更能

客观地反映当今的全球力量格局。冷战结束以

来,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远高于

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经济体, 近 10年来尤为显

著。目前,新兴国家经济占全球比重已由冷战结

束初期的 39. 7%上升至 50%左右, /金砖四国 0

GDP全球占比由 2001年的 8%上升至 2008年的

16%。尽管受到危机影响, 但 2008年 /金砖四

国 0的增长率仍远高于发达国家, 中国实际增长

9. 0%, 最慢的巴西也达 5. 2%。与之相比, 发达

国家增长率大多在 1% 左右, 日本为零增长。

2008年 11月, IMF在发布的世纪经济增长预测

报告中指出, 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将全部来自新

兴经济体。预计到 2020 ~ 2030年间, /金砖四

国 0GDP将超过发达 7国, 其世界份额也将由目

前的 40%升至 60%。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使得

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发展速度上超过发达

国家, 国际力量变迁开始朝新兴国家倾斜。新兴

大国的崛起对美国建立单极霸权的企图构成强力

冲击。冷战的终结曾被美国视为建立单极世界的

历史性机遇, / 9# 110事件促使其加快了谋霸的

进程。 2003年 5月, 美国国务卿赖斯访问英国

时,曾把多极理论斥为 /恶魔0, 呼吁各国放弃多

极世界的幻想, 但随着美深陷伊拉克战争泥潭和

全球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 美国内越来越多的

政治精英开始对单极世界产生了怀疑,以至于赖

斯本人也不得不改变了立场。 2006年 1月, 她在

乔治敦 #华盛顿大学发表题为 /变革外交 0的演

讲中, 称 / 21世纪印度、中国、巴西、埃及、印度尼

西亚和南非等新兴国家正在越来越有力地塑造历

史前进的方向0, [ 2 ]等于默认了多极化的现实。

实际上,从小布什执政后期开始,美国战略界已认

识到新兴大国崛起对美建立单极世界的冲击, 普

遍认为 /单极世界已经或正在结束0。约瑟夫 #

奈认为,在军事领域美国保持了绝对优势地位,但

在其他方面, /世界正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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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开始

进入 /后美国时代0。[ 3 ]不过, 他认为美国的衰落

并非是自身实力的下降,而是 /无法控制的问题

越来越多0。[ 4 ]曾因5历史的终结6一书而名声大

噪的弗朗西斯 #福山明确提出: /多极体系已经

出现,这正是主宰今天这个世界的现实 0。[ 5] 2008

年 11月,美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的 52050年全球

趋势: 一个转换中的世界 6报告中无奈地指出:

/美国的统治能力将在 2025年之前大幅削弱, 在

具有优势的军事力量方面, 美国的重要地位也会

逐渐下降 0, [ 6 ]哀叹美国在一个日益多极化的

世界中的影响力将逐步衰退 , 不能再继续发号

施令。

以 /变革 0为竞选口号的奥巴马上任前也曾

雄心勃勃, 他对单极世界的追求不亚于小布什。

他在5无畏的希望 6一书中指出: /即使遭到反对,

美国也必须充当世界警长 0, /美国有权力对那些

准备破坏美国目标的国家采取行动0, /联合国安

理会从一开始就无权否决我们的行动 0。[ 7]然而,

他上任后却发现前任留给他的是一个内外交困的

烂摊子,单极世界变得遥不可及,因而不得不放低

身段, 企图通过运用 /巧实力0、/重启0美俄关系、

倡议建立无核世界等手法, 对美全球战略进行收

缩性调整,以期渡过难关, 竭力保持美国在各领域

的优势地位。

新兴大国群体崛起, 使得多极化发展到一个

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冷战结束以

来严重失衡的全球力量对比得到一定程度的改

变,国际权势结构由传统大国向新型大国转移,国

际格局由立体趋向扁平化, 国际权势由集中趋向

分散, 国际关系趋向民主化和多元化。另一方面

我们也应看到, 此次危机尚不会对国际体系产生

颠覆性影响,美一超地位短期内尚难以撼动,一个

真正的多极体系的出现仍是远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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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美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
化,中美关系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

关系

  在新兴大国崛起过程中,中国最具代表性,而

中国的崛起又与美国的衰落同步发生,双方力量

对比变化对危机后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具有风向

标意义。

实际上,美国的衰落并非始自此次金融危机,

但危机使美国的衰落更加明朗化了。从根本上

说,美国的衰落始自 / 9# 110事件和伊拉克战争。

扩张过度必然走向衰落, 这是任何一个帝国都无

法避免的结局。当前,美国的衰落主要表现为两

个 /下降趋势 0。一是美国经济总量在全球份额

中呈下降趋势。二战结束初期,美国 GDP曾占全

球一半以上, 但到 20世纪 60年代开始下降, 到

90年代降至 25% , 21世纪初一度回升至 32%, 其

后又开始连续 7年下滑。据世行公布的数据,

2007年美国 GDP约占全球份额的 25%, 2008年

回落至 24% , 2010年可能进一步降至 20%。二

是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出现下降趋势。小

布什执政期间,以建立单极世界为目标,单边主义

突出, 四处扩张,连年征战, 不仅严重透支了美国

的国力,还导致美俄关系出现重挫,美欧关系出现

裂痕, 伊斯兰世界反美情绪高涨。奥巴马执政后

不得不对前任的单边主义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正,

也不得不花相当大的精力来改善美国日益糟糕的

国际形象。金融危机期间, 涵盖众多新兴经济体

的 G20空前活跃, 而曾风光无限的 G8黯然退后,

说明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支配能力已大不如

前。2008年发生的俄格冲突可视为美主导国际

事务能力的空前下降。冷战结束以来,尚没有任

何一个国家可以在未得到美国支持至少是默许的

情况下对他国发动军事打击而不受惩罚, 但俄罗

斯却成了例外。在体育领域, 美国也首次丧失了

冷战结束以来的奥运金牌第一地位。对于奥巴马

发出的无核世界的倡议,国际上附和的声音不少,

但持怀疑态度的人更多。

除硬实力受损外, 美国模式和美式价值观吸

附力出现同步下降,由此使美国的软实力也受到

严重损伤。美国一直自诩为民主 /样板 0和市场

经济 /模范 0, 但此次危机证明, 美国的经济增长

是建立在金融投机、过度消费、监管缺位等不良基

础之上的,这使得美国模式和美元信用出现雪崩

式坍塌,它对美国造成的负面影响甚至超过其遭

受的直接经济损失。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在华

尔街大危机爆发之初接受 5环球时报 6采访时敏

锐地指出: /未来两年是世界政治的转折点, 1929

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美国权势因其内外困

难而来的显著衰减使之有等同于苏联崩溃那样的

意义, 金融危机的现实和经济衰退的前景使西方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制的所谓优越性显

得极不确定,人们开始大为怀疑这些是不是应对

世界严重问题的最好办法。0他的话在危机期间

得到充分验证。经历此次危机后, 美国或将永久

结束其同时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四大领域都

占绝对优势的超强地位。

当然,美国的衰退是相对而非绝对的,是缓慢

而非激进的。尽管美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份额中不

断下降,美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日趋减弱,但美

国仍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在各领域尤其是军事

领域仍占绝对优势。此次危机虽重创美国金融领

域并波及其实体经济,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具有

较强的承受和应变能力, 尤其是依然具有显著的

经济活力、比较完善的自我纠偏机制和制度创新

能力, 甚至还有成功转嫁危机的能力,从而基本保

证了美国不会因一次危机而永远一蹶不振。

与美国走向衰落相反, 中国强势崛起是此次

危机引发的全球最大地缘政治变动。一年前, 中

国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并名列金牌第一,一些西方

学者已敏锐地意识到这一事件背后的地缘政治意

义而将 2008年称为 /中国元年 0, 尽管那时金融

危机的后果还远未显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

布, 2007年中国 GDP已超过德国而位居世界第

三。 IMF预测, 2009年中国经济将保持 8%以上

的增长率 (实际增长 8. 7% ), 对世界经济增长贡

献率将高达 50%。尽管也受到了危机的影响, 但

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受损程度较轻。另一方面,

中国借助此次危机适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而实

现华丽转身,经济上赶超美国的时间将大为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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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 高盛公司不止一次调整预测时间,将中国超

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时间从 21世纪

40年代提前到 20年代的某个时间。

与硬实力同步增长的, 还有软实力的提升以

及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日益增强的自信。从某种

程度上说,中国在应对此次危机中发挥了定海神

针的作用, 由此使得中国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

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等均得到相当程度的认可乃

至赞誉,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高。美国前

财政部副部长罗杰 #奥尔特曼在 5外交 6杂志撰

文指出, /此次经济危机的一个明显赢家是中国,

它独树一帜的政治经济模式毫发未伤,这自然而

然会增强其全球地位 0 [ 8]。德国 5法兰克福报 6

2009年 3月 31日刊文指出: /尽管金融危机的后

果还无法全部预料,可是有一点今天已经清楚了,

那就是,它加速了国际权力关系的改变,有助于中

国发展成为与美国并肩的全球权力中心。这场危

机可能是中国崛起的历史性转折点。0相应地, 随

着发展模式的成功和对国际体系的重新认知, 中

国开始以更加自信、更加负责任的姿态出现在国

际舞台上。危机期间,中国不仅推出巨额经济刺

激计划,以实际行动履行新兴大国的国际责任,还

大力倡导国际金融领域改革, 并在重大国际场合

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美力量对比变化促使美重新审视对华政

策。由于美国需要中国援助来渡过难关,遂暂时

不再视中国崛起为威胁, 其对华政策开始转向以

合作与协调为主。2009年 2月,美国务卿希拉里

在纽约亚洲协会演讲中称: /有些人认为崛起的

中国一定会是对手,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美中都

能从对方的成功中受益, 也都能为对方的成功作

出贡献。0/即使我们之间存在分歧, 美国仍将致

力于寻求与中国发展建设性关系, 我们认为这种

关系对未来美国的和平、进步与繁荣至关重

要。0 [ 9]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美国内出现了 /中美

国 0、G2等说法。从深层次上说,美国内炒作所谓

的 /中美共治 0,不是因为中国已强大到令美国平

视甚或仰视的地步,而是美国在内外交困的情况

下不得不对强势崛起的中国做出某种安抚。 2009

年 9月,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 #斯坦伯格又提出

了 /战略再保证 0 ( Strategic reassurance)的对华政

策新概念 [ 10] ,试图通过中美双方的战略保证来

将崛起的中国纳入现存国际体系, 防止中国成为

国际体系的破坏性力量。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华

政策将由此发生转折性变化? 美国真的打算和中

国这个不同意识形态的新兴大国和平共处吗? 目

前看, 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具有权宜性的一面,系统

的政策调整仍在酝酿之中。

但不论如何,中美此消彼长的力量对比变化

促使美国重新审视对华政策并开始进行某种调

整,由此引发了全球地缘政治的另一种巨变:中美

关系取代美俄关系成为 /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

系 0 (奥巴马语 )。这种变化具有一定的戏剧性,

但却是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真实写照。变化的正

面意义在于,它使冷战结束以来严重失衡的全球

力量对比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 有助于达成新的

战略平衡。

  四、全球地缘对抗色彩进一步淡
化,大国关系进入合作与协调时代

  此次危机 /表 0在美国金融领域,但 /根 0在美

国过度扩张。冷战结束后, 美国企图凭借超强实

力建立单极霸权,因而四处扩张,如通过北约东扩

在巴尔干肆意动武,以反恐为名推翻阿富汗和伊

拉克主权政府,在中亚进行地缘扩张,在中东强行

推动大中东民主计划, 等等。正是这种全球性扩

张引发了广泛的地缘冲突尤其是加剧了大国矛

盾。美国虽在军事上轻易赢得了伊拉克战争, 但

却难以实现战后和平,在宣布 /主要战事结束0后

的六年多时间里竟又付出 4 000余军人的生命代

价、耗费 2万亿美元的战争费用。阿富汗塔利班

卷土重来,巴基斯坦反恐形势严峻, 奥巴马的 /阿

富巴战略 0前景难料。二战以来, 美国一直自信

地认为能够同时打赢两场战争, 如今证明这只不

过是自大狂的表现。此次危机, 美国多少意识到

单边主义带来的苦果,因而不得不对其内外政策

做出某些调整。奥巴马执政以来, 一直致力于改

善大国关系,修复美国严重受损的国际形象。表

现在美俄关系上,通过 /重启 0促使两国关系走出

低谷、回归正常, 通过暂停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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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进行安抚。美国对华政策调整更为明显。危机

期间美国国内关于 G2机制的论争, 从侧面说明

美国对华政策已开始某种新的调整。尽管美在涉

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一些问题上屡屡制

造麻烦,但合作已然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主旋律。

在 2010年 5月举行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

话期间,两个大国致力于建设面向 21世纪积极合

作全面的双边关系的蓝图已然清晰。未来, 两国

关系将更加突出协调与合作的一面,这预示着中

美发生潜在冲突的可能性将进一步下降。在全球

热点问题上,奥巴马政府重新推动中东和平进程,

在朝核问题与伊朗核问题上也降低了此前的高压

态势, 更加重视依靠多边机制加以解决。应该说,

奥巴马政府的缓和战略将有助于实现全球和地区

稳定, 并将带动大国关系的深入调整。

在地区层面,危机再次凸显了区域合作的价

值,由此进一步降低了区域大国之间潜在的矛盾

和冲突。为应对危机,欧盟主要大国加强了内部

协调,旨在加深政治一体化的 5里斯本条约 6有望

得到尽早批准和实施。在东亚, 危机催生出区域

合作的新态势。作为东亚区域整合的主要力量,

中、日、韩三国已开始真正意识到区域合作的价值

和意义。自 2008年 12月三国在日本福冈首次举

行了不借助其他平台的峰会后, 又于 2009年 10

月在北京举行了第二次峰会, 核心议题就是为了

应对金融危机、加快经济复苏。日本首相鸠山由

纪夫执政后,出于提振经济的考虑,开始大力促进

东亚共同体建设,并提出建立亚洲货币一体化的

远景目标。如果东亚各国联合推动,那么一直进

展迟缓的区域合作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危

机催生出的东亚地缘政治新变局。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 后金融危机时代大国关

系也同时存在可能诱发新的地缘冲突的因素。危

机虽为大国加强合作搭建了平台, 但由于经济与

政治的连带效应,某些非经济问题可能在一定范

围内激化,某些潜伏热点可能再次升温。为应对

危机或转嫁矛盾,某些大国也有可能在世界战略

区域 (如资源富集区或战略通道 )强化战略利益,

由此可能导致大国关系的重新紧张。在传统热点

区域, 即从中东、中亚、南亚到东南亚的所谓 /不

稳定弧 0地带, 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有可能借机

发难, 重趋活跃, 从而给地区形势增加新的不稳定

因素。近期,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

伊斯兰国家,恐怖袭击呈高发势头, 反恐形势陡然

严峻, 由此成为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地缘热点。

  五、国际新秩序再度成为热议话
题,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增大

  国际秩序是指以一定国际格局为基础形成的

国际行为主体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原

则及相应的保障机制的总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

际秩序主要体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

意志, 是建立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基础之上的、

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自 20世纪 60年代

起,第三世界国家就开始呼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

新秩序。海湾战争结束后, 国际主要战略力量均

提出了各自的国际新秩序主张。此次危机期间,

建立国际新秩序问题再次成为全球热议话题。

历史上的国际新秩序主要是通过战争在短时

间内建立起来的, 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维也纳秩

序、凡尔赛 ) 华盛顿秩序等,莫不如此。此次危机

能否催生国际新秩序尚有待观察, 但危机为新秩

序的诞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条件。自资本主义

产生以来,各种危机接踵而至, 较大规模的危机就

不下 20余次,尽管并非每次危机都会引发国际体

系的重大变迁, 但每次危机后又都不是简单地回

归原点,而是以渐进、累加的方式推动着世界经济

政治的发展,并最终改变着体系内部的力量对比

关系。人们普遍认为,此次危机严重程度虽不及

1929年,但已超过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衰退。经合

组织 ( OECD )将其定位为 /二战结束以来最为严

重、覆盖面最广0的 /一轮衰退 0, 美联储前主席格

林斯潘称其为 /百年不遇 0, 基辛格甚至认为是

/四百年未有之变局 0。毋庸置疑, 危机对战后美

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产生了深刻冲击,也充分暴露

出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的种种弊端和不公正、不合

理之处。法德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倡议建立新的布

雷顿森林体系,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国际社

会进行 /深入和系统的金融改革 0。就连美国也

意识到, 现存经济秩序已很难再维持下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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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9月匹兹堡 G20峰会中, 各方达成一项重

要共识,即 G20取代 G8成为今后国际经济领域

的主要协调机制,并一致同意增加发展中国家在

IMF中的投票权。在 2009年 10月初于伊斯坦布

尔举行的 IM F和WB年会上, 与会各国再次重申

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重要性。 IM F总裁卡恩

还敦促发达国家在 2011年 1月之前将 5%的份

额由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中国早在 20世纪 60年代就和广大发展中国

家一道,为改革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而不懈

努力。冷战结束前后,中国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基础上建立稳定、和平、公正、合理的国际政

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 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认

同和支持。此次危机期间, 中国关于改革现行国

际金融体系的呼吁再次得到广泛重视。胡锦涛主

席在出席莫斯科 G20峰会时曾指出,在推进国际

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 发展中国家应有更大发言

权,并提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 /坚持建立公平、

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方向 0和

/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 0, 主张

尤其要体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提高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从本质上说,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国际权势的

转移和再分配过程,必然引发传统大国与新兴大

国之间的激烈斗争,因而将是一个复杂而曲折的

过程。新秩序的建立非一朝一夕之事,在旧秩序

的固有能量得到充分释放之前, 它不会自动退出

历史舞台。建立国际新秩序更非一国能力之所

及,需要联合一切可能的力量, 以推动多极化为基

本途径,加快国际体系的变革进程。

  六、结论:中国面临着历史性机遇

  保罗#肯尼迪指出: /在国际关系史上, 一场

跨越国界的大动荡常常会动摇世界的根基, 战略

家的责任,就是在随后的混乱和喧嚣中,透过纷繁

的表象和迷雾,认清已被改变的战略版图,并由此

确立自己的战略和策略。0 [ 11]此次危机尚不足以

在短期内从根本上撼动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 但

从发展趋势看, 全球地缘政治演进的方向和脉络

已经清晰、明朗。尽管诸多不确定因素使我们对

危机产生的实际后果难以精准把握,但它所造成

的转折性变化具有标志性意义。随着时间推移,

这种变化将不可逆转。

大变革意味着大机遇, 大机遇带来大发展。

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了严峻挑战, 但我们在应对

危机的同时,更应把握其中蕴含的机遇。我们一

直渴望成长为世界大国,如今, 历史的机遇不期而

至,那么该如何把握呢?

首先,应适时调整经济增长结构,保持外需与

扩大内需齐头并进,同时要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加

快金融创新,使中国不仅成为经济大国还要成为

金融大国。金融危机表明, 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

模式不可持续并潜藏风险, 为此需要通过调整产

业结构、发展新能源、加大科技创新、扩大内需等

途径来实现经济的平衡和稳步增长。如果我们能

够借助此次危机适时实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那

么在未来一个时期就有望保持经济的高速、健康

与可持续发展, 我国制定的大战略目标就有了实

现的保证。此次危机的严重后果还表明,金融监

管和金融创新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要规避并化

解潜在风险,两者必须齐头并进。此次危机的一

个直接后果是重挫了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绝对

优势, /美元霸权的神话正在消失 0, [ 12]危机产生

的后续效应也弱化了欧元的新兴优势。与此相

反,危机凸显了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的后发优

势,这为中国参与制订一直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

球金融规则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历史性机

会。但是,中国当前的金融体制尚未完善,还缺乏

应对系统性风险的体系能力, 能否抓住机遇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化 /危 0 (危机 )为 /机0 (机

遇 )的能力。中国之所以未在此次危机中严重受

损,主要原因是金融系统未完全放开,但这种避险

效应今后不可能再有。随着中国日益深入地融入

国际体系,要有效规避全球性金融风险,需大力完

善金融体系,同时要加快金融创新并建立完善可

靠的风险预警和防范机制。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势

所趋, 此次危机将加快这一进程。为此,应以促成

人民币成为区域性结算货币为突破口,加快推进

人民币国际化。

其次,应大力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积极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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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争取使中国的全球战

略态势得到重大改善。如前所述, 此次危机引发

中美力量对比出现于我有利的重大变化, 这为中

国借机改善全球战略态势提供了重要机遇。此次

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充分暴露出自由资

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制度缺陷, 美国建立单极世界

的努力遭受重挫, 世界多极格局进一步发育。奥

巴马政府大力推行务实的多边主义政策, 这在客

观上为多极化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另一

方面, 此次危机加速了中国的崛起进程,增强和提

高了中国作为多极格局中一极的实力和地位,如果

能借此将多极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则将使我国

在 21世纪前叶的国际战略态势发生积极变化。

最后,在对外战略指导上, 应以重新定位中国

在国际体系中的地缘角色为契机,坚持韬光养晦,

积极有所作为, 以更加自信和开放的姿态全面融

入国际体系。如果说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成就

了中国的东亚核心国家地位, 那么此次全球金融

危机为中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展示的舞

台。为此,需要我们适时调整全球战略蓝图,以世

界大国来界定中国在未来全球地缘关系中的角色

定位。中国必将崛起为世界大国, 这是我们对国

际政治发展方向的一个基本判断, 此次危机将加

速这一进程。这需要中国与时俱进地实现国际角

色转型,由国际体系的参与者、遵循者向国际体系

的建设者、塑造者转变。另一方面,也要对我们当

前的实力和目标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估计, 处理

好责任与能力、权利与义务、建立国际秩序与解决

国内问题的有机统一,合理设计对外战略目标,正

确运用各种手法,唯此才能抓住大危机带来的大

机遇, 加快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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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Geo- politics Changes in Post- financial Cris is Era and China 's Opportunity

MA Rong- sheng GAO X in- tao

( National Secur ity Research Center, PLA Nan jing A rmy Command Co llege, Nanjing Jiangsu 210045, China)

Abs tract: Th e f inancial cris is has brought a far- reach ing imp act on the w orld con figurat ion. The in ternat ional system is cu rrent ly undergoing the

greatest geopol it ical turbu lence since the end ing of the C oldW ar. A series of profound changes w ill com e forth after th e cris is. F irstly, new great

pow ers w il l rise and th e old fal,l w h ich w ill cause the international strateg ic conf igu ration to polarize and regroup. The process ofm u lti- po lariza2

tionw ill therefore reach to a new stage. Second ly, S ino- U. S. pow er balance has undergone a great change and S ino- U. S. relationsh ipw ill be2

com e the most im portan t b i- l iteral relat ion sh ip in th e w orld. Th ird ly, relat ionsh ip am ong b ig pow ers w ill becom e m oderate, and geo- con flicts

both g loba lly and regionally less in ten se. Last ly, a structu ral ad justm 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 er is com ing to forth. A s a resu lt, Ch ina faces a h is2

torical opportun ity.

KeyWords: f inancial cris is; geo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der; n ew great pow ers; S ino- U. S. relat ionsh ip; internation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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