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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美苏冷战下的国际局势颇为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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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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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非洲国家独立! 以巴发生第三次中东

战争#

'"%!

年!柏林墙筑起#

!"%(

年!越战更为白热

化!肯尼迪政府持续投入
)$

万美军进入战场$$回

忆起少年时光!柯顿戏称自己是标准的%土豆沙发&!

%我常在电视机前看各种国际新闻!第三世界的民族

独立运动伴随着冷战后各类局部战争! 吸引着我一

坐就是几个小时&"

法国后现代大师德里达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发

生的事!动摇'改变了世界的根基&( 而对柯顿而言!

这个神奇而重要的时代同样也在他个人身上留下了

深深的烙印) 柯顿对于本国外交政策的研究和对国

际事务的关切! 均起源于少时那个小小的铁皮盒子

所展示给他的世界" 四十余年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

研究中心联合主任柯顿教授所做的! 就是对他

所好奇的世界的不懈探索"

政治学者 !天生的兴趣 "独立

的思考

-"(.

年! 柯顿出生在多伦多一个十分重视教育

的家庭!他的母亲是一名教师!两个双胞胎姐姐也从

事教育行业"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柯顿从小就培养

了对于已知进行考证和对未知进行探索的精神"

高中老师醍醐灌顶点明方向

%但是对我而言!真正指导我走向政治研究和国

际关系道路的是我的高中老师&!讲起这位有知遇之

恩的老师!已接近%从心所欲不逾矩&年龄的柯顿!在

越洋视频采访的屏幕上! 依旧露出了毕恭毕敬的神

情" 在高中时期!柯顿在英语班上的成绩虽然一直名

列前茅! 但他始终对于自己将来是否该从事学术研

究'进而从事何种研究举棋不定" %一直以来!我都知

道自己很聪明!但对于自己的人生规划是模糊的" &

直到高中英语老师告诉他!%你必须要去多伦多大学

维多利亚学院攻读政治科学专业&! 柯顿才茅塞顿

开" 在高中毕业典礼上!作为优秀学生代表的他引用

了查尔斯*珀西*斯诺的名言!%对未知的求索是人类

最大的财富&!英语老师成了引航人)

对美国孤立主义满怀失望

在卡尔顿大学研读国际事务并完成硕士学业

后! 柯顿决心拓展他的政治视野! 将目光转向了美

国) 怀着憧憬之心!柯顿申请了在国际事务方面卓有

成就和美誉的约翰*霍普斯金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

际研究学院继续博士的求学) 他希望在美国首都的

三年求学中能接触到更全面的信息! 结识到更多专

家)然而!他失望了)与美国同学+教授和政治专家的

交流中! 柯顿意识到了美国孤立主义和例外优越论

的盛行!这让柯顿再次陷入了困惑之中" 美国几十年

以来的霸权国际地位与实力竟是基于如此中心主义

的荒诞自傲上" %美国是与世界分裂的!根本谈不上

全球性的美国&!柯顿这样评价"

然而!对于美国理念的失望'困惑和无奈并没有

削减柯顿对于政治科学的热爱" 相反!柯顿想为国际

体系做贡献的理想愈发坚定" 在反复的学习'对比和

分析后! 柯顿发现提倡自由主义的母国加拿大始终

将自己放在全球体系里!%加拿大的土壤更适合培育

出成熟并中立的政治思想! 也更符合国际社会全球

治理的方向和趋势&" 体悟到美国和加拿大的根本差

异之后! 柯顿义无反顾地返身于加拿大外交政策的

研究!并返回母校多伦多大学的蒙克全球事务学院任教"

对约瑟夫
!

奈的!相对脆弱性"的思考

-"&-

年的一天! 在卡尔顿大学读硕士的约翰*柯

顿参加了著名新自由主义代表约瑟夫*奈主讲的校

级研讨会" 在会上!奈侃侃而谈自己的学术思想!并

且向参加研讨会的人深度解释了在自己和罗伯特*

基欧汉撰写的 ,权力与相互依赖- 一书中的重点概

念) 听完研讨会后!柯顿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权力相

争和合作配合产生了无数的问号)为何会相争.又为

何会妥协于利益纷争而选择合作. 奈的 %相互依赖

性&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柯顿始终认为国家

之间的相互依赖虽能解释部分权力相争和相依的现

象!但似乎仍缺失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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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岁的柯顿再次

参加了奈作为嘉宾的一次非政治对话座谈会) 在那

次会议上!奈用%软实力&发展了自己的政治思想) 然

而! 引起柯顿沉思并启发他自己理论思想的并不是

这个风靡世界至今的%软实力&的概念!而是奈无意

中说出的一组词!即%相对脆弱性&)

顺着这一概念的逻辑! 柯顿总结出了自己对于

国家%共同脆弱性&的观点)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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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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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开始的两次金融危机+

+,,-

年的%

"--

事件&等非传

统国家安全威胁! 柯顿意识到危机动荡后暴露的国

家共有%脆弱性&可以催生并促进全球治理和全球合

作的国际理念) 由奈所忽视的%相对脆弱性&!柯顿发

展了 %共同脆弱性&) 在不断的思考辨析中!柯顿走

出了自己的独立研究之路! 也为他日后研究
*&

和

*+,

奠定了理念雏形)

建言监督者!两种角色同一功能

--

年后! 不惑之年的柯顿在多伦多大学潜心研

究国际组织等相关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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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加拿大被授命成为

第十四届
*&

峰会主席国!并且由当时的总理马丁*马

尔罗尼主持会议) 为了配合贸易失衡+外汇汇率急剧

波动和发展中国家债务等主要议题! 多伦多大学作

为加拿大一流大学与政府合办了一系列的准备会议

!这使柯顿有机遇走上研究
*&

与
*+,

的道路)

建
!"

研究中心#确立两种角色

外交部在多伦多的准备会议中一度提议建立一

个独立的
*&

研究中心) 在柯顿的积极响应和带领

下!多伦多大学迅速建立了
*&

研究中心!成为了第

一个对七国集团进行全面系统且公正客观研究的独

立非政府机构) 基于该研究中心所进行的一系列调

研! 柯顿在
-""+

年至
-""/

年任职于加拿大外交部

的特殊项目小组! 作为环境和经济圆桌会议的一员

筹备
!"")

年的
*&

峰会!为其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

在
0,,.

年秋天!柯顿的研究中心更引起了美国的注

意)

*&

研究中心不仅被美国邀请一起组织了高水准

的政府和学界研讨会 ! 也参与了在华盛顿召开的

*0,

峰会的准备工作) 此后! 在每次峰会的筹备阶

段!柯顿都会受邀成为加拿大政府高级顾问) 但在峰

会召开的阶段! 柯顿都会选择远离媒体的聚光灯回

到幕后! 作为第三者观察每个成员国的表现!%这样

我才能保证自己做出最中肯的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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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名和几大纸箱资料

在这些硕果的背后! 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一系列

繁琐工作) 由于研究中心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倚仗网

络上的信息收集! 许多对相关国家的政府系统和语

言文化熟悉的学者们必须为此投入极多的时间) %但

是如果在做了大量的收集工作之后! 我们依旧无法

从繁琐的数据背后提炼出一国行动的逻辑来解释其

行为动因! 那我们是应该以该国行动无明显范式来

结束研究还是应该继续! 原因是我们还没收集到足

够的资料才导致信息缺失) &在问及工作中遇到的挑

战时!柯顿在太平洋彼岸如此描述) 对于柯顿而言!

在屡屡碰壁后如何调整研究方向和自身心态是关键)

正是出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研态度!柯顿

的研究中心对于历届的峰会资料都事无巨细地保留

着) 大到峰会的主要议题!小到记录了峰会元首午餐

的餐单! 汇集在一个个大纸箱里的文件与资料涵盖

了峰会的方方面面! 几乎可以完美还原出开会当天

的场景) 这种仔细与细心使得柯顿在业界备受认可

和尊敬!更让他获得了%

123*&

&的美名)

自
*&

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当初满怀热情开始投

入全球治理的团队其实只剩下了柯顿一人) 柯顿的

好友
4567 458967:2;<<

曾在媒体前这样评论柯顿 /

%约翰一直都是约翰!他对这份研究的热爱从没有消

失过&)

创!问责监督报告"这只无形的手

+,,.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 全球体系参与者的扩

张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促使柯顿创立了
*+,

研究中

心) 结合了自己在
*&

研究中心二十余年的成熟经

验!柯顿发现
*+,

虽然比西方社会主导的
*&

更具民

主性!但其论坛和协议依然没有法律约束力) %我想

要探索的是! 会议中的共识是否能融入到各国政策

中&!柯顿如是说) 出于对于各国承诺兑现率的好奇!

柯顿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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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就开始制作的问责监督报告!

使其成为了
*+,

研究中心最权威最具独创性的品牌)

没有秘书处的情况下! 如何去评定每个国家的

兑现率和付出力. 柯顿和团队在每一届峰会时都会

形成两份问责报告!一个是峰会期间报告!另一个是

最终报告) 期间报告测量涵盖每年
'

月
'

日开始到

成员国交接日的时间段! 而最终报告是完整一年的

评估) 政府自身的政策体现+国家公务人员的调查反

馈+国家内部官僚机制的审核+资金与资源调动和新

政策的执行都是主要的数据收集内容) 柯顿力求每

一份报告都能独立完整的回答了三个问题/ 一是各

个成员国兑现承诺的程度和环境) 二为各个国家在

长期完成兑现承诺的过程中是否有一个规律存在!

并且指出哪些因素可能影响规律# 最后综合成员国

的表现总结出一些可能造成兑现程度高或者低的原

因) 柯顿审查后发表的问责报告长度常常达上百页!

而其全面性+ 准确性和前瞻性也使之成为了各国领

导人人手一份的官方对照文档!英国前首相卡梅伦+

德国总理默克尔等都曾公开赞誉并引用) 整份报告

也成为了一双无形的手!推动着
*+,

议题的执行)

中国的探索者!不要简单迎合

西方主流思想

'"""

年!柯顿到深圳参加一场国际学术会议!这

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 柯顿回忆说!%我离开加拿大

时就有人提醒我在中国有些餐馆会卖蛇肉! 但是当

我在中国吃第一餐时! 真的看到有蛇在饭店外的笼

子里面爬来爬去!我还是震惊了) &

在与中国的政府官员和专家频繁交流沟通之

后!柯顿坦言!%中国给我的惊讶!远不止是吃蛇肉&)

柯顿发现! 中国学者对本国存在的问题很多时候都

能够客观有效地作出回应) 不同于西方学者!中国学

者的自省多于纯粹批判! 很多时候更愿意公正评估

其他国家并重视和谐发展的平等理念)

中国成了柯顿研究的
+,

个国家中的一员!%客

观公正地评估各国在国际平台上的表现是我们的一

贯宗旨&)

+,'/

年!柯顿受聘为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

教授) 两年后!柯顿又加盟了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

他的,全球治理与二十国集团-一书在
+,')

年被翻

成中文)随着杭州峰会的召开!,

*+,

中国/

+,'%

杭州

峰会-的中译本也在计划中!对中国的研究更为接地气)

但是!他对中国的批评也并未减弱) 柯顿强调中

国学者当务之急是要将中国特色观点融入固有的国

际关系理论与体系中) %中国不能简单地迎合西方主

流学术!被美国主导的西式思维所桎梏) &中国自身

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深厚的历史沉淀必能培育出更有

生命力和原创性的学术理论)

采访时!

=>?@8

视频中上海深夜的绚烂霓虹与加

拿大早晨八点的阳光隔着一整片太平洋和十一小时

的时差隔空%凝望&) 柯顿在屏幕那头把近期出版的

,中国在
*+$

中的领导力-展示给我们看!%我把这本

书献给自己刚刚出生的孙女凯洛特&!停了一下!他

补充说!%也感谢正在崛起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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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直研生陆诗怡 英国杜伦大学本科生施文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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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顿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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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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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

"

高中时期的柯顿

#

柯顿 !左三 "与朱杰进 !左二 "五月参加 #

"'$(

上海论坛$

$

柯顿的书橱摆放的都是全球治理与国际事务

领域的书籍

约翰!柯顿"!"#的#第三只眼睛$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