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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全球治理与中国外交新思维
’

李 兴

【摘 要l全球化 带来全球问题
。

解决全球 问题需要全球治 理
。

树立 全球治 理理念
,

对于 融入 全球化进程

的 中国来说
,

带来 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

必 须 以新 的思维应对之
,

包括新的利益观
,

新的发展观
,

新 的作为

观
,

新的 国际观 和新的外交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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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带来全球问题
。

解决全球问题需要在全球框架内进行
,

需要全球视野
、

全球意识和全球

治理
。

所谓全球治理
,

就是 国际行为主体旨在解决全球问题与公共事务的理念与行为
、

程序与机

制
。

全球治理是处在世界政府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中间状态
。

当然
,

全球问题也不都是全球化带来

的
,

如腐败
、

强权政治 自古有之
,

是人类生存本身及其不满而产生的
。

全球治理也不仅仅限于全球

问题
,

还包括全球公共事务
。

全球治理的概念必须严格
,

内涵要窄
,

外延要宽
,

不能包罗万象
,

必须

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

全球治理与 国家主权之间
,

是一个复杂的平衡
,

不能简单化
。

全

球治理应以自愿与合作为基础
,

而不是强制
。

治理的模式是多样的
,

要提倡善政和共治
。

美国对伊

拉克是
“

统治
” ,

对朝鲜是
“

修理
” ,

对伊朗是
“

敲打
” ,

而非真正的治理
。

与传统 的
“

统治
”

相 比
,

治理在

其对象
、

领域
、

范围
、

方式
、

手段及深度
、

广度和力度以及效益等方面均具有不同的特点
。

全球相互依存和相互依赖
,

没有 明显的
“

东
” 、 “

西
” 、 “

南
” 、 “

北
”

之分
,

具有理想主义和世界主义

色彩
,

故全球治理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
。

树立全球治理理念
,

给融人全球化进程的中国外交
,

带来了新的挑战
,

必须以新的思维应对之
。

(一 )新的利益观
。

国家利益实际上是分层次的
,

首要的是国家的生存和安全
,

其次是经济利

益
,

再次是所谓国家威望
。

首先
,

要有新的主权观
。

主权向来被视为国家核心利益
,

在全球治理的新

时代下
,

要求主权的让渡
、

淡化和弹性化
,

如我国建立特区
,

我国军队与俄
、

法
、

美
、

吉等联合军事演

习
。

其次
,

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融合
,

国际利益对国家利益 的渗透
,

一损俱损
,

一荣俱荣
,

损害别人

利益就是损害自己利益
。

为了别人的利益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
,

即别人的利益也是 自己 的利益
。

再

次
,

要有新的安全观
。

人类生活在地球村上
,

大家同在一条船上
,

别人的安全也是 自己的安全
,

不能

对别人的安全完全无动于衷 (如非传统安全 )
,

否则就是为自己
“

生产
”

(制造 )不安全
。

也不能只当

安全的
“

消费者
” 。

能源是国民经济的血液
,

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
,

石油价格不断上涨
,

能源安

全问题成为举世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
。

在能源问题上的合作
,

关系全球利益和安全
,

自私 自利只能

导致共同损失和失败
。

如 199 8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
,

2(X) 4 年印度洋大海啸
,

中国政府和人 民均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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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助人的感人表现
,

对阿富汗的重建也慷慨解囊
,

成为安全与稳定的
“

生产者
” 。

{二 )新的发展观
。

首先
,

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
、

幅员和经济文化基础的国家来说
,

搞好 自身的

协调
、

和谐 (平衡 )和可持续性科学发展
,

就是对人类
、

对全球治理的重大贡献
,

因为中国的事情不

仅仅是中国的
、

中国人的
,

而是具有世界意义和全人类意义的
。

中国不像某些 国家
,

依靠输 出自己

的实力甚至武力
、

价值观来影响世界 ; 中国以 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来改造世界
、

影响世界
,

为人类作

贡献
,

中国的发展就是世界发展的重要部分
。

其次
,

发展 自身并不一定要通过阻碍别人
、

削弱别人
,

增强 自身更不必依靠消灭对手
。

相反
, “

自己要发展
,

别人也要发展
” ,

别人得不到发展
,

你最终也得

不到发展
。

在当今资本主义处于优势的时代条件下
,

要善于与资本主义发展共处
,

共存共荣
,

而不

是像过去那样战争共处
、

冷战共处或和平共处
。

发达国家要发展
,

发展中国家更要发展
。

再次
,

中国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
“

和同文化
” ,

和而不同
,

和平统一
,

和平崛起
,

和平发展
,

和谐社会
,

求同存异
,

共

处竞争
,

共享繁荣
。

中国不像老牌帝国主义国家
,

依靠战争起家
,

搞剥削
,

掠夺别人发家致富 ;也不

以夺取国际经济主导权为目标
。

中国的和平发展
,

符合中国利益
,

也符合世界利益和联合国精神
,

有合理性
、

合法性
,

有可能性
、

现实性
。

盖因全球时代的相互依赖
,

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
,

核战争的

可怕后果
,

中国和合文化传统
,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

德 日战争崛起等经验教训
。

(三 )新的
“

作为
”

观
。

全球治理意味着更多地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
,

不孤立于国际社会
,

不只是

满足于作国际秩序的批语者
、

破坏者
,

而要作国际秩序的建设者
、

合作者
。

不盲 目挑战现有的国际

秩序
。

既要韬光养晦
,

更要有所作为
:
树立守信用

、

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

摒弃
“

驼鸟政策
” ,

积极参与

全球治理和国际体制建设
,

乐于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与承诺
。

要搞大国外交
,

如国际维和 (东帝汉
、

利比里亚
、

刚果 (金 )
、

海地等地 )
。

同时要有所不为
:

自己不搞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
,

对于全球化时

代国际政治中的强权政治
、

霸权主义以及普遍的实用主义
、

恐美主义
、

顺美主义
,

也应顺应时势
,

借

势谋利
,

趋利避害
,

不必树大招风
,

迎头相撞
。

恐怖主义是当今国际政治中的重要现象
,

但未必是 当

今世界面临的主要矛盾
。

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反恐
,

而在于如何反恐
。

中国外交应如何掌握分寸 ? 美

国的当务之急当然不是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
,

更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

国际恐怖主义对于美国已

经从过去的非传统安全变成了传统安全
,

但对于中国而言则不然
,

意义不同
。

我国面临着的主要矛

盾是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

如何和平崛起
。

中国的作为不在于挑战和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
,

而在于融人现有的国际秩序
,

然后取得发言权

和决策权
,

逐渐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

反霸是中国外交的传统
,

但反霸并不意味着反美
,

更不

意味着建立反美统一战线
。

多极化虽然使反对美国一超独霸具有某种可能性
,

但因各国利益不同
,

文化
、

制度
、

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相差甚远
,

加上全球化时代各国与超级大国的相互依赖关系
,

以及

超级大国分化瓦解的有利地位
,

建立反美反霸统一战线并不具备现实性
。

中国应放弃冷战思维和贴

标签的做法
,

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态度
,

灵活务实
,

主持公道
、

正义
。

中国鉴于国

力
,

不致力于成为国际矛盾的焦点
,

但也不能回避矛盾
,

害怕矛盾
,

敷衍问题
,

推卸责任
。

(四 )新的外交观
。

世界是一个整体
,

无敌国外交
,

无对抗政治
,

要善于妥协
、

让步
,

达成共赢
、

双

赢
,

更要重视绝对效益
,

少计较相对效益
,

摒弃冷战思维和集团意识
。 “

自己活
,

也要让别人活
”

小ve
,

Iet
’ 5 Ii ve

)
。

中国把多极视为外交之关键
。

在多极当中
,

美国既是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

又是最大的

交往对象
。

盖因美国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

中国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
,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美国是当今世界惟一超级大国
,

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地

区性强国 ;美国是西方文化的代表
,

中国是东方文化的代表 ;美 国是现实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导

者和既得利益者
,

中国是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批评者和搭便车者
。

中美关系一波三折
,

是非敌

非友关系
。

俄罗斯与中国国际地位和战略境遇相当
,

无论在双边
、

地区还是全球层次上都存在着广

泛的合作潜力
,

其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大国关系的榜样
,

也是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力量
。

中俄之

间伤筋动骨的边界问题已近解决
,

和平友好是两国关系的主流
,

目前两国关系是历史上最好的时

一 56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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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是没有间题
,

但从战略上讲俄罗斯最有可能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一支重要借助力量
。

中

国与日本一衣带水
,

经济关系密切
,

然而政治关系冷淡
。

中 日之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历史问题
,

这

需要我们拿出战略眼光
,

高瞻远瞩
,

妥善处理
。

中国与欧盟分处欧亚大陆的两端
,

没有根本利害冲

突
,

经济
、

科技
、

政治
、

文化关 系发展平衡
,

是全方位
、

全天候的合作关系
。

国际关系主要是大国关

系
。

求同存异
、

合作是主流
。 “

强权必霸
”

已成为历史
。

要搞多边主义
,

以人为本
,

与人为善
,

积极参与国际组织
、

签订国际条约
,

以国际法为依据
,

加强

国际协调
。

要搞人本外交和人民外交
。

中国外交以人为本
,

不仅要为中国和中国人民服务
,

也要为世

界和世界人民服务
。

中国把发展 中国家视为外交之基础
。

中国以发展中国家 自居
。

中国需要第三世

界
,

第三世界也需要中国
。

中国在政治上需要第三世界的支持
,

如台湾问题
、

人权问题
,

在经济上需

要第三世界的能源
、

资源和市场
,

克服第三世界的贫困有利于全球和中国 自身的安全利益
。

尽管全

球化使各国经济民族主义上扬
,

甚至带来国际政治的资本化
,

给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带来新的

课题
,

但国际主义未可全盘抛弃
,

只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其作用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变化
。

要搞地区主义
,

搞地 区一体化
,

以邻为伴
,

与邻为善
,

富邻
、

睦邻
、

安邻
。

中国要与东盟建立 自由

贸易区
,

与中亚成立上海合作组织
,

通过多边会谈解决朝鲜核危机问题
,

注重发展同朝鲜
、

蒙古
、

越

南的传统友好关系
,

帮助阿富汗和吉尔吉斯斯坦重建
,

与巴基斯坦
、

印度平行发展友好关系
。

中国

把周边视为外交之首要
。

多做增信释疑
、

泽被大家的事
,

使
“

中国威胁论
”

不攻 自破
。

要使周边国家

和地区认识到
,

中国的发展对大家是机遇
,

而不是威胁
。

因为全球治理必然带来一体化
,

而地区一

体化与全球化相辅相成
。

同时保留中华优秀的文化传统和特色
,

因为只有最有民族性的东西才最

有全球性和普遍性
,

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全盘西化
,

提倡文化对话
、

交流和沟通
,

反对文化民族主

义和文化帝国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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