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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国际事务学院教授#

(!3

研究中心联

合负责人#

(&4(%

研究中心及全球卫生外交项目主任#金砖国家研究中心负责人"上海

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人大重阳外籍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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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政治科学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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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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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分别在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政治科学系与美国约翰霍布斯金大

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获得国际事务硕士和国际关系博士$

长期从事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的研究$ 英文著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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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中国发表了%二十国集团与全球治理'*

朱杰进
对话嘉宾

京沪学者再论全球治理与中国贡献
全球治理由何而来%面临怎样的困境%世界需要

怎样的国际秩序% 中国在
563

峰会中会有何贡献%

尽管在
563

专场上中&陈东晓和黄仁伟两位学者做

了入理三分的分析&在书展期间的'望道讲读会(上&

京沪嘉宾再度聚焦上述话题 & 现选编核心观点&抛

砖引玉)

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大势判断
美国近几十年来的认知有所转变) 在

57

成立

之时& 美国将
57

置于联合国之上) 认为联合国是

'多数国家的暴政()

62

世纪初&美国陷入经济困境&

对于第三世界国家!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态度

也随之转变)展望国际大局势&目前位居前四的最有

潜力的经济大国为美国!中国!日本与印度) 美国已

经认识到"随着中国与印度的崛起&未来&世界经济

中心一定是在亚洲)应对这样的趋势&即使美国重返

亚太有心围堵中国&依然会重视与中国的合作)而当

前美国无论是在南海问题上&还是在国内大选上&都

并不顺利&我们只有抱着不怕战争不怕威胁的态度&

才能够避免战争!保卫和平)美国在外交总体面临的

战略挑战恰恰表明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巨大机遇)

***杨成绪+中国前驻德国资深外交官+前驻

奥地利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前院长$

从 !管理 "到 !治 理 " #主 体 和
对象都变了

'治理(的概念究其根本是来自于'管理(一词)

原本是指政府和企业共同提高效率并应对公共性的

悲剧&既不占不用,或乱占乱用的问题)然而&随着全

球化的推动& 政府与企业的力量已无法有效控制跨

国资本!跨国人力与跨国资源)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情

况下& 加速的流动性使全球治理的主体对象也不再

是简单的二元&即政府与企业) 变化成了常项&流动

成了常态& 不确定性成为常在& 挑战和风险成为常

防&在这样的'四常(局势下&国际体系从传统意义上

的'管理(转变成'治理(&主体到对象都发生了变化)

主体从之前的二元拓展成多元&包括了社会组织!和

其他非政府国际组织) 治理的对象与范围也不再局

限于解决国家内部的公共问题&而扩展到金融危机!

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 全球治理更突出强调了民

主性!参与性和互动性)

***黄平+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国际秩序曾有的几种方式
追溯以往的国际体系"从

289:

年威斯特伐利亚

体系建立&确立了'民族国家至上(的原则&但并没有

减少战乱-

2:29

年维也纳体系建立再到雅尔塔体系

确立&雅尔塔体系主张大国合作主导世界&至今还在

沿用)巴黎市民夹道欢迎俄国君主&这样的战败国与

战胜国的关系令人深思) 这是一种多种文明并存的

体制&对未来的国际体制建构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当

前&国际上出现了众多建构未来国际体制的设想&如

中国的赵汀阳等提出了'天下秩序(的构想&主张以

中华文明的高度!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以天下一家

的情怀创造一种国际秩序&但此构想应当与
563

!一

带一路等问题接上轨& 以体制性的和非体制性区域

合作并行的方式推进全球治理)

未来的国际体制应突出哪些要素% 一是多元文

明并存-二是大国合作&特别是大国政治合作和安全

合作-三是大小国之间的动态均衡与公正)

***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机遇和中国贡献
这次杭州峰会& 不仅有中国元素& 更有中国方

案)中国的优势在于&中国在几十年的治国理政中积

累了大量经验-对于突发事件&我们制定了每月政策

等机动方案&能够处理灵活-部门之间合作融洽&效

率相对较高-重视上下协调)同时&在全球治理上&中

国从建国之初提出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同制度!

不同意识形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到今天一

带一路提出共进!共享!共治等&一直颇有建设性)开

好这次
563

峰会&第一是世界关切&在
563

层面不

能只讲中国最关心的事&更不能只是大国关切!西方

关切&要回应具有世界性意义的重大命题)第二是必

须要有非西方或者是中国!发展中国家的方案&如果

没有中国方案&张罗得再好&也只是搭台) '世界关

切(加'中国方案(是我们成功举办
563

峰会的保证

***黄平(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中国全球治理的方案也面临着问题和挑战&首

先是在全球治理的重大问题上准备不够!实践不足!

经验不多! 队伍不强& 我们应当始终保持清醒的头

脑&既要跳跃式进步&又必须脚踏实地) 其次是国际

影响和全球意义的挑战& 中国特色是非常正确和必

要的&但必须使中国特色具有更多的国际意义&国际

影响&保持我们独特性的同时增加全球共性)再次是

全球治理任务繁重!变化多端&而中国的能力与面临

的任务差距十分巨大&因此不能四面出击&应该抓住

重点&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做出有代表性的贡献)

***杨洁勉(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会长#上海

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全球治理在命运共同体和中国梦
中的实践

虽然&'全球治理(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两

个中国政府近年来才提出的新的理论&有待实践&但

是这两个新理论将有望在四个领域相结合" 一是人

类主体与全球生存空间的结合- 二是国际体系和各

国战略的融合- 三是一些大的理念同现在人类正在

进行的实践结合- 四是全球的治理或者人类命运的

一些重要概念同国内的治理&同社区的治理结合)两

者的结合可使'全球治理(远远超越纯粹经济层面的

考虑) 同时&全球治理已成为了中国梦的一部分&而

中国也将不负使命促进全球共同价值)

***黄仁伟(上海市美国学会会长#上海社科

院副院长)

+施文律!李念据望道讲读会整编)

从!"到!#$ 中国的领导力

朱杰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金砖国家研究中心高级研究

员* 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金砖国家与二十国集团#多边发展银行#国

际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等* 迄今"已经在该领域出版多本著作"并在
7CC7D

和
CC7D

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63

余篇"目前正承担国家社科基金,

(!3

建章立制-中国方案&研

究.+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的机制设计研究.+中国商务部,支

持
(!3

杭州峰会发展议程.等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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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文汇讲堂(&演讲内容

原声再现)

虽然柯顿并不是第一个提出

'危机催生全球治理机构制度(概念

的人&但柯顿总结出&无论是在建制

上还是观念上&危机动荡!相对能力

和国家民主共性虽然能让人们形成

创立具体的全球治理机制的构想 &

但这种机制的实际建立也需要单独

与综合考虑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协

调!发展视野!预期打算以及领导人

的选择等问题) 这种观点在西方为

数不多&也是让柯顿
57

研究中心和

563

研究中心成为业界内最全面最

权威的原因)

二十国集团的使命
从

2<<<

年创立至今&二十国集

团不论是在名义上!还是实际中&都

已成为这个全球化的世界进行全球

经济治理的中心) 自创立以来&该集

团迅速扩展关键任务&从
2<<<

年柏

林的第一次会议推动金融稳定 &扩

展到
6333

年通过蒙特利尔共识促

使全球化的成果遍及世界 & 再到

6332

年渥太华会议打击恐怖主义等

新型非国家威胁) 由于其领导作用!

主动性和创新力&主席国从
6336

年

的印度依次轮值到墨西哥!德国 !中国 !澳大利

亚!南非!巴西等国家&二十国集团日益成为一个

有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真正平等参与的国际平

台)

633:

年& 二十国集团最终跃升至领导人级

别&并且各国领导人在匹兹堡峰会上宣称将使集

团成为其成员国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永久性首

要论坛)

大小国均有的共同脆弱性
对于二十国集团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实际来源于不断蔓延的经济金融动荡)动荡通常

是突发性的&但也可以是日积月累的因果链条的

一环&而这两种动荡都能在短时间内对国家造成

极为严重的威胁与伤害)连续的动荡会使各个国

家意识到自身的弱点&即主权政体社会和国家内

部的伤害无法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仅仅通过国家

政策的单方面改变得以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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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
6337

年

的两次金融危机!

6332

年开始猖獗的恐怖主义

和
6337

年开始的能源与环境危机已经无法由少

数国家掌控解决)致命的摧毁力也因此使各个成

员国均表现出一种新的! 超越国界的共同的脆弱

性&使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变得与小国同等的脆弱)

成为全球治理中心的原因
共同脆弱性是使二十国集团的共同合作成

为可能的最大因素) 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促使

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中心的原因&比如传统

多边组织机构与较新组织的能力不足!七国集团

国家以外的国家能力的不断提升!及二十国集团

'俱乐部(的不断扩大的全球治理网络等)在全球

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世界需要'集体主导(和内

部平等的能力来有效应对日后越发频繁的动荡

和越发强烈的共同脆弱性)

+施文律综合整理"摘自约翰!柯顿%二十国

集团与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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