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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中国为应对疫情改善全球治理指明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  钟飞腾 
 

    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提出了多重挑战。中国的立场，特别是中国关于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

地位的论述，尤其引人关注。中国的主张，折射了和平发展这一坚定立场，彰显了多边主义这一

迫切需求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二十国集团在后疫情时代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中发挥何种作用。近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了题

为《勠力战疫 共创未来》的重要讲话，提出“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完善经济全球

化的治理架构”“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高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等一系列中国主张，为

应对疫情、改善全球治理指明了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提出了多重挑战，涉及国际格局、全球合作、经济发展、人与自然等一

系列重大问题。中国的立场，特别是中国关于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的论述，尤其引人关注。

如何看待后疫情时代的大国关系，如何看待数字经济在疫情下异军突起的现实，如何反思人与自

然的关系等，都是被关注的重大问题。 

    中国的主张，折射了和平发展这一坚定立场。中方提出以联合国为中心推进全球治理，表明

中国不会利用危机争夺权力，而是仍然支持联合国发挥合力作用，协调全球行动。进一步而言，

当前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与二战以前的情况十分不同，并非缺乏协调机制和领导机构，而是

尊不尊重联合国，是否维护联合国地位的问题。解决了这个核心问题，事实上也就认清了当前国

际秩序的主要威胁。中国快速发展不是国际秩序动荡的原因，中美关系也不是零和博弈。中方多

次强调，中美关系不是权力地位之争，而是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的分歧。 

    中国的主张，彰显了多边主义这一迫切需求。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变

得更加突出。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仍很严峻，一些国家面临第二波疫情威胁，各国抗疫、稳经济、

保民生之路任重道远。在多方合作应对疫情冲击方面，既有的多边机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

更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全球经济陷入萎缩，数以千万计的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传统的多边治理

机制没能及时“止血”。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经济全球化的治理架构，使经济全球化不退潮，

并且具有足够的包容性、可持续性和韧性。 

    中国的主张，切中了数字经济这一业态“新星”。在全球范围内，疫情之下数字经济蓬勃发

展表明，新冠肺炎疫情既是重大挑战，也是一场催生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的重大机遇。近年

来，各主要经济体更加认识到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重要性，围绕数字经济的争夺已经展

开。疫情是一场范围广大且深入的考验，直观体现了数字经济在发展“非接触经济”方面的实力

和潜力。正因为如此，可以预料围绕数字经济的博弈也将日趋激烈。为此，中国主张国际社会应

该为数字经济营造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为各国科技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发挥好数字经济的

积极作用，不仅有助于克服疫情造成的割断、阻塞和恐慌，而且有助于解决长期困扰人类社会的

贫困问题。中国的经验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极大地降低边缘和穷困地区的人们获得

资源和信息的成本，因而也会为各类地区融入全球市场创造条件。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一个重大启示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事关各国利益。随着各国交往加

深，越来越广阔的地区进入同一个大市场中，人们在享受从自然中获取资源、利用大交换获得利

益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可知的威胁。今后，各国应花更大力气应对气候和环境变化引发的全球性

挑战，深入推进清洁能源转型，构筑起尊重自然的生态系统。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各国都要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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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村的视角看待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这个视角是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是一种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和意识。这也恰恰体现了中国主张在当前全球治理中的显著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