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８０４ ｜ 義 世界经济年鉴２〇祕

学科综述

２０ １ ５ 年全球经济治理学综述

田慧芳
＊

【 内 容提要 】 全球治理的本质在于提供
一

种机制安排 ， 以解决全球面临的各种 问题 。 新

的时代背景对全球治理理论和实践层面 的研究提 出 了要求 。 本综述从以 下五大方面勾勒 了

２０ １ ５ 年全球经济治理研究的基本方向和主要观点 ： 全球治理的理论与范式研究
，
国 际货币金

融治理
，
国际贸易投资治理

，

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
，
以及包括公司治理、 互联网 治理 、 全球

劳工治理等在 内的全球经济治理的其他重要领域等 。 本综述显示 ，
全球治理研究正逐渐从

一

个单学科的范畴向跨学科范畴转变 ， 并与经济学 、 政治学 、 管理学 、 甚至 自然科学等学科 日

益交叉融合 。

【关键词 】 全球治理 全球经济治理 国际金融治理 国际贸易与投资治理 全球可持

续发展治理

全球治理的本质在于提供一种机制安排 ， 以解决全球面临的各种问题 。 全球化的不断深

入使得各国相互依赖程度 日 益加强
，

全球利益的 凸显成为不争的事实 。 同 时气候变化 、 互联

网等新的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 ， 并且开始与传统的治理问题相互交织 ， 给全球经济治理带来

巨 大挑战 。 ２００８ 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传统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 由 以七国集团 为核心的西

方发达国家主导 ，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全球经济治理从霸权治理向合作治理迈进 ， 在这种新

的结构中 ， 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作为两股相互依赖 、 缺
一不可的力量共同治理全球经济

问题 ， 使得全球治理进入一个力 量更加平衡 、 更加互利双赢的新 阶段 。 马 修 ？ 古德曼

（
２ ０１ ５

）

？ 在其 《演进中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一文中指出 ， 过去的数十年间 ，

一直有两大问

题困扰着全球多边治理体系的公信力 ，

一是经常性的失信
，
包括在推动增长和推动贸易 自 由

化等方面 ；

二是现今的治理结构滞后 ，
无法体现新兴国家的崛起 。 尽管 国际社会不断尝试修

正这些问题 ， 包括推动 ＩＭＦ 份额改革 、 推动多哈 回合谈判 以及制定增长战略 ，
但迄今为止大

多数的努力 尚未见到成效 。 未来如何推动既有治理体系 的改革 ， 增强 主要 国家的合作意愿和

治理能力 ， 是解决全球问题 ， 提升全球治理效力的关键 。

新的时代背景也对全球治理理论和实践层面的研究提 出了要求 。 对全球治理的关注度在

学术界越来越高 。
２０ １５ 年度全球治理学科的综述优选了 １００ 多篇与全球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

＊ 田慧芳
，
中 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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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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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

的建设性意见 ，
并 自负文责 。

① 马修 ？ 古德曼 （
２ 〇 １５

） ：
“

演进 中 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

（ 唐靖茹译 ） ， 《 国际经济评论》 ， 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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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 国 内外重要学术期刊 、 全球重要智库和重要 国际机构的研究成果？ 。 对文献系统梳理

后发现 ，

２０ １ ５ 年本学科研究重点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

一是全球治理的理论与范式研究 （
１６

篇文献 ） ， 具体包括全球治理的新理念及新分析框架 、 全球治理模式与规范研究 、 国家治理

能力现代化问题研究以及全球治理机制改革与创新等几方面 。 二是国际货 币金融治理 （
１ ５ 篇

文献 ） ， 具体包括对传统宏观经济学和金融理论的反思、 国 际货币 体系改革与人民币 的 国 际

化、 国际金融监管与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改革等内容 。 三是 国际贸易投资治理 （
２８ 篇文献 ） ，

具体包括国际贸易投资格局的演变 、 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 、 国 际贸易与保护主义新动向 、 区

域经济治理与国际经贸规则的演变等 ； 四是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 （
３ １ 篇 ） ， 具体包括可持续

发展治理改革的重要进展、 可持续发展 目 标与千年发展 目标的 比较、
２０３０ 发展议程的落实、

全球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气候治理等 。 五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其他重要领域 （
１０ 篇文献 ） ，

主

要包括公司治理、 互联网治理、 全球劳工治理等 。

一

、 全球治理的理论与范式研究

全球治理理论是顺应世界多极化趋势而提出的 旨在对全球政治事务进行共同管理的理论 ，

核心要素主要包括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 全球治理的模式与规范 、 全球治理的主体与客体 、

全球治理的效果评价等几方面 。 在全球治理的理念层面 ，

２０ １５ 年学术界主要从全球治理的理

念及分析框架创新 、 全球治理模式与规范 、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以及治理机制改革等方

面展开论述 。

１ ． 全球治理的新理念及新分析框架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 ，

全球性危机问题 日趋严峻的时代 ，
全球治理需要

一

个
一

致的价值导

向和共同 的 目标定位 。 ２００ ８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发生重要变化一以

“

华盛顿共识
”

为标志的主流意识形态遭受着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判 ，
而各种替代性理念正

在孕育中 。 责任 、 合作 、 共赢、 和谐等重要的规范和原则正成为塑造 国际秩序的新理念 ， 在

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全球新共识 。 高奇琦 （
２０ １５

）

？ 认为
，

全球共治应该以人性 向善为假设基

础
，
追求

“

弱冲突 ＋强和谐
”

的和谐秩序观 。 在这一秩序观下
，
国家间关系结构从利益关系

向朋友关系转变 ，
求同存异 ，

民主协商 ，
因此是

一

种多行为体共存的和谐状态 ， 与西方倡导

的建构主义、 女性主义 、 国际道德研究等在逻辑上基本契合 ， 是
一

种全新的全球治理观 。

２０ １ ５ 年蔡拓等出版的 《全球学导论》
？—书也从本体论、 价值论和方法论的角度 ， 对全

球化进程和全球问题进行分析 ， 旨在摆脱国际关系研究中方法论的 国家主义 ， 提倡方法论的

全球主义 。 蔡拓等认为 ， 在当前全球治理陷入困境的情况下 ， 急需对全球治理进行反思 ，
全

球治理既要坚持全球主义的基点 ， 又要充分认识国家的主导作用 ，
要注重和坚持治理的

“

整

① 本文涉及学术期刊包括７７ｔ ｅＴＦｏｒＷ／ＭＡ？ Ｊｏ ｗＴｎａＺ

ｉｃｓ
＾
Ｊｏｕ ｒｎａ ｌ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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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 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Ｍｏｎｅ
ｙ

ａｎｄ Ｆ
ｉｎａ ｎｃｅＴｈｅ Ｊｏｕ 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Ｐｅ ｒ
？

ｓｐｅ ｃ ｔｉｖｅＣｈ ｉ ｎａａ ｎｄ Ｗｏ 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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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 ｅｒｎａ ｔｉ ｏｎａｌ Ｐｏｌ ｉ 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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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囯社会科学》 、 《经济研究》 、 《世界经济》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经济社会体制 比较 》 、 《 当代亚

太》 、 《 欧洲研究 》 、 《财贸经济》 、 《 囯际贸易问题》 、 《南开经济研究》 、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 《 囯际经

济评论》 、 《囯际金融研究》 、 《人 口 、 资源 与环境 》 、 《现代囯家关系 》 、 《管理世界》 等 。

？ 高奇琦 （ ２ ０ １ ５ ） ：
“

全球共治 ： 中西方世界秩序观的差异及其调和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第 ４ 期 。

③ 蔡拓等 （
２ ０ １ ５

） ： 《全球学导论》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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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性
”

和
“

统
一

性
”

， 即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的统
一

、 规范诉求与实践诉求的统
一

以及 国 内

治理与国际治理的统
一

。 可以说 ， 作者倡导的是
一

种全球意识、 全球思维 、 全球认同和全球

价值理念 ， 即未来的全球治理应该是
一

种深度治理 、 有效治理、 理性与和谐的治理 。 《全球

学导论》
一书的 出版被认为对全球学学科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 ， 并为我国 国际关系研究新辟

了
一

个全球主义学派 。

由于 当前有关全球治理研究常常偏重特定领域或特定议题研究 ， 对全球治理的基础理论

和逻辑研究文献较少 。 张宇燕等 （
２０ １ ５

）

？ 在批判性借鉴制度经济学和国 际政治经济学 已有

成果基础上 ， 首先对全球经济治理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 ， 将之定义为
“

由 国家或经济体构成

的多权力 中心的 国际社会 ， 为处理全球问题而建立的具有 自 我实施性质的 国际制度 、 规则或

机制总和 ； 或在没有世界政府情况下 ， 各国际博弈者通过集体行动克服国际政治市场失灵的

努力过程 。

”

随后作者在概念基础上 ， 搭建
一

个涵盖基本假定 、 关键概念、 理论逻辑及相关

问题的完整的逻辑分析框架和概念体系 ， 是对全球经济治理理论研究的
一

个重要补充 。

２ ． 全球治理模式与规范研究
全球治理模式主要有三种 ：

一是以 国际组织为主要治理主体的全球层面治理模式 。 国 际

组织包括经济类型的 国际组织如 ＩＭＦ
、
ＷＴＯ 等 ，

还包括环保类 国 际组织如 ＵＮＥＰ
、

ＩＰＣ Ｃ 等 ，

卫生健康类型的 国际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 （
ＷＨＯ

） ， 以 及安全类型 的 国际组织 ， 如联合国安

理会 （
ＵＮＳＣ

） 等 。 治理模式表现为各国际组织成员 国通过对话与合作 ，
谋求实现共同利益 。

二是以 主权国家为主要治理主体的 国家中心治理模式 ， 表现为主权国家在共同利益基础上 ，

通过协商 、 谈判而合作形成
一系列国际协议或规制 。 三是以非政府组织为主要治理主体的 网

络治理模式 。 这一模式以现存的跨组织关系 网 络为基础 ，
主要针对特定问题 ，

通过公民社会

网络开展合作 。

在全球层面的治理常常遭遇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和集体行动困境等难题 ， 如何推动有效的

治理合作
一

直是个难题 。 孙杰 （
２０ １５

）

？ 从合作与不对称合作的概念出发 ， 借助博弈论中与

合作相关的理论假说推导 出国际合作中 内生存在 的不对称性
，
然后利用扩展的古诺模型对当

前的 国际治理合作进行了分析 。 研究的
一

个基本结论是 ： 尽管不对称合作将带来不对称的收

益
，
可能无助于弱势

一

方通过合作来改变 自身 的 国际地位 ， 但不对称性会导致大国不得不面

对制衡的局面
，
从而给灵活性较高的小 国提供了通过不对称合作提升 自身地位的机会

，
也会

形成 国际间的合作态势 。 鉴于当前合作总是存在无法 回避的冲突与竞争 ，
而不对称合作是 国

际关系 中 的常态 ， 该文为我们理解当前的 国际经济与国际关系提供了
一

个有益的视角 。 薛澜

（
２ ０１ ５

）

？ 等以公共管理研究为视角构建了
一

个问题一主体一机制 的治理问题分析框架 ， 分析

了过去二三十年世界变化所引发的全球治理体系 的结构性变迁 ， 治理问题和治理主体变化引

发的治理失灵与机制不足等 。 李东燕等 （
２０ １５

）

④ 在 《全球治理 ： 行为体 、 机制与议题 》
一

书中全面讨论了全球治理的 由来 、 含义与机制 、 主要治理平 台 （包括联合国 、 区域性 国际组

织 、 七国集团 、 金砖 ） 、 主要参与国家及非 国家行为体 （发达国家之外还有中等强 国和小 国 、

①张宇燕 、 任琳 （
２ ０ １５

） ：
“

全球治理
：

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

，
《 囯际政治科学》

，
第 ３ 期 。

② 孙杰 （ ２ ０ １５ ） ： 《合作与不对称合作 理解囯 际经济与 囯际关系 》 ，
中 囯社会科学 出版社 。

③ 薛澜 、 俞晗之 （
２ ０ １５

） ：
“

迈 向公共管理范式的全球治理 基于问题 主体 机制框架 的分析
”

，

《 中 囯社会科学》 ， 第 １ １ 期 。

④ 李东燕等 （
２ ０ １５

） ： 《全球治理 ：
行为体 、 机制与议题》 ，

当代中 囯 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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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 、 跨国公司 ） 、 主要议题 （ 网络安全、 太空安全 、 移 民 问题、 灾害治理 ） ， 并在此

基础之上分析了中 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和理念转变等 。

国家层面的治理则常 面临需要在 国家利益与 全球利益之间进行取舍的 困境 。 刘 贞晔

（
２０１ ５

）

？
Ｘ＃此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了审视和研究 ， 认为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博弈关

系存在三条经典研究路径 ： 第
一

是理性主义 ， 即从国家治理中 的政策偏好、 制度 开放性程度

和社会的利益结构等方面出发研究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
；
第二是建构主义 ， 即从国 际规范的

“

传授
”

、

“

学习
”

、

“

规范内化
”

、

“

社会化
”

以及
“

模仿
”

、

“

说服
”

等方面解释全球治理与

国家治理之间 的互动
；
第三是比较政治学 ， 即从国家治理对全球治理机制 、 规范和政策的反

应以及国家治理的政策与制度变革等对全球治理的影响方面进行研究 。 作者据此系统 回顾了

民族国家利益的起源和发展 ， 提出在全球治理时代 ，
要坚持一种全球利益关照下的 国家利益

观 ： 既要正视全球性危机的严峻挑战以及全球治理向深度发展的时代趋势 ， 维护人类共同利

益
， 又要尊重 国家的基础性地位及维护合理的 国家利益 ， 并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来实现二

者之间的协调 。

对于将国家治理结构的 内在变革视为以公民为中心 的流行观念 ，
王家锋 （

２０ １ ５
）

？ 进行

了批判 ， 认为这
一观点将治理置于国家的对立面 ， 最大缺陷是忽视了政治生活中组织所具有

的基础性地位
，
因而无法形成一种真正的 国家治理理论 。 他认为

，
组织是现代社会的基础

，

既提高了 国家治理行为的效率
，
也是国家治理行为存在问题的根源

，
把握国家治理的

“

真实

世界
”

需要以组织为中心 ， 并运用制度分析的方法 ， 理解组织结构及其制度如何限制 、 引导

和释放政治家与官员的注意力和行为 ，
从而对社会的需求做出充分回应

，
并将反映民意的政

策成功地贯彻下去 。

３ ．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
现代化进程带来了复杂化、 民主化 、 信息化等新的社会变化及 问题 ，

也出现主权国家政

府机构臃肿 、 回应性差 、 效率低下等治理失效问题 ， 同时还产生了价值冲突 、 利益矛盾 、 公

共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 。 从当前全球治理的实践看 ，
国家的 自 主性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削弱 ，

反而得到了重塑和加强 。

薛澜等 （
２０ １ ５

）

？ 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维度主要包括
“

国家治理 （ 体系 ） 现代化

理论
”

、

“

国家理论
”

和
“

新制度经济学治理理论
”

三大理论体系 。 新历史时期 的 国家理论和

国家治理理论的内涵除了统治和管理等基本职能外 ，
还要强调国家制度的契约精神 ，

强调依

法治 国的重要性 ，
强调

“

元治理
”

和
“

多 中心社会
”

。 高奇琦 （
２０１ ５

）

？ 等的研究也指 出 ，

社会逻辑是全球治理的显性逻辑 ， 在全球治理理论中 占有核心位置 ，
而国家逻辑和资本逻辑

是隐性逻辑 ， 在全球治理实践中处于主导地位 ，
因此必须加强对国家治理的研究 。 高奇琦等

认为指数构建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
因此在 ２０ １４ 年与其在华东政法

大学政治学的研究团队共同开发了
“

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指数
”

（
ＳＰＩＧＧ 指数 ） 系统 ， 旨在对

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状况进行科学评估 ， 同 时把 中 国经验融入全球治理的实践中去 ， 截至

①刘贞晔 （ ２ ０ １ ５ ） ：
“

全球治理时代全球利益与 囯家利益的调适
”

， 《社会科学》 ， 第 １ 期 。

② 王家锋 （
２ ０ １ ５

） ：
“

囯家治理的有效性与 回应性 ：

一个组织现实主义的视角
”

，
《管理世界》

，
第 ２

期 。

③ 薛澜 、 张帆 、 武沐瑶 （
２ ０ １ ５

） ：
“

囯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研究 ： 回顾与前瞻
”

， 《公共管理学报》 ，

第 ３ 期 。

④ 高奇琦 （
２ ０ １ ５

） ：
“

囯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与指数化
”

， 《社会科学》 ， 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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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５ 年该团队已经发布 了两期 ＳＰＩＧＧ 指数报告 。 鉴于 中国在融入全球治理进程遭遇全方位的

挑战和质疑 ， 有必要提升中 国的 国家治理能力 ， 肖滨 （
２０ １５

）

？ 提出要从四个维度提升中 国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 ：

一

是从国家专政 、 国家管理向 国家治理转变 ；

二是以 多元主体有序

的协 同治理确保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和公正性 ；
三是立足全球视野 ， 提高中 国在全球治理中 的

话语权 ； 四是从经济绩效合法性 向治理有效合法性转变 。

４ ． 全球治理机制改革与创新
２００ ７—２００ ８ 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发达 国家认识到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

中的重要作用 ，

一

方面发达国家通过让渡部分国际经济组织 （如 ＩＭＦ
、 世界银行 ） 的投票权

以换取发展中 国家的支持 。 另一方面通过 Ｇ２０ 这一 Ｘ＃话机制 ， 与新兴经济体分享全球经济治

理话语权 。 Ｇ２０ 在危机应对过程中 ， 形成集体干预、 有效救助的多边协调机制 ，
积累 了较高

信誉 ， 取代 Ｇ７ 登上全球经济治理的 中 心 ， 成为当前最有影响力 的全球经济治理平 台 。 这
一

平台的发展使发达国家和以 新兴市场 国家 ， 尤其金砖 国家之间 的关系从传统的
“

中 心一外

围
”

首次变成二者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进行
“

双核
”

共治 。 但新兴经济体

与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中仍然处于非对称状态 。 如何摆脱全球治理的 困境 ， 加快现有不合理

的全球治理秩序的改革 ， 提升新兴市场 国家的国际话语权也是学术界
一

直比较关心的问题 。

宋国友 （
２０ １ ５

）

？ 剖析了全球经济治理困境产生的根源
，
认为现有 困境的形成既有全球

权力转移的原因 ，
也有全球化面临边界扩张 的原因 ，

此外还有层次冲突 、 规则非 中性 、 公共

选择以及霸权主导等内在 困境 。 对此 ， 他的解决方案是以全球经济治理为基础 ，
通过区域 、

双边以及 内部治理等多种路径来实现全球发展 。 黄薇 （
２０ １５

）

？ 等的研究认为 ， 以二十国集

团 （
Ｇ２０

） 为代表的非正式性制度安排 ， 是全球多边治理中实现有效性和开放性融通的
一

种

重要尝试 。 由 于二十国集团既包括发达国家主导的七 国集 团 ，
也包括了金砖 国家以及其他新

兴国家 ，
因此其代表性和合法性远高于旧的七 国集 团 ，

且 比联合国更有效 ， 应该坚持 Ｇ２０ 作

为全球首要治理平台 的作用 。

此外 ， 深化金砖合作机制也是倒逼全球治理改革的方案之
一

， 旨在改变当前的利益分配

格局 ， 减少全球治理非 中性带来的不利影响 ， 推动世界格局从传统的统治与服从的强权型特

征向符合时代要求的平等参与和互利共赢的 民 主型特征转化？
， 并为新兴国家相互合作和参

与全球治理提供新理念、 新方式和新做法 ， 为全球治理的完善与创新注入了 新动力？ 。 金砖

国家开发银行和共同储备安排是金砖合作的重要成果 。

“

应急储备安排
”

为金砖 国家提供了
一

个金融安全网 ， 目前已经正式启 动 。 ２０１ ４ 年成立的金砖 国家新开发银行已经于 ２０ １ ５ 年 ７ 月

正式开业 。 由 中国牵头设立的新多边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于 ２０ １６ 年 １ 月 １ ６ 日

正式开张 。 作为
一

种新型南北金融合作形式和全新投融资平台 ，
亚投行和金砖新开发银行的

成立是对国际多边银行在亚太地区投融资与国际援助职能的有益补充 ，
也是 ＩＭＦ 和 ＷＢ 改革

的倒逼机制 ， 有利于新全球金融治理格局 的形成？ 。 ２０ １５ 年金砖乌法峰会进
一

步为金砖 国家

长期 （
２０２０ 年前 ） 的经贸合作规划了蓝图 ， 推动金砖 向

“
一

体化大市场 、 多层次大流通 、 陆

①肖滨 （ ２ ０ １５ ） ：
“

中囯 囯家治理现代化战 略定位的 四个维度
”

， 《 中 囯人民大学学报》 ， 第 ２ 期

② 宋囯友 （
２ ０ １５

） ：
“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治理 ： 困境及超越
”

，
《 社会科学》

，
第 １ 期 。

③ 黄薇 （ ２ ０ １５ ） ：
“

全球经济治理视角下的二十 囯集 团合作
”

， 《 囯际经济合作》 ， 第 ６ 期 。

④ 徐秀军 （
２ ０ １ ３

） ：
“

制度非 中性与金砖囯家合作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第 ６ 期 。

⑤ 徐秀军 （ ２ ０ １５ ） ：
“

金砖囯家与全球治理模式创新
”

， 《 当代世界》 ， 第 １ １ 期 。

⑥ 王勇 （
２ ０ １５

） ：
“

亚投行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
”

， 《ＷＴＯ》 ， 第 ６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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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空大联通、 文化大交流
”

的 目标前进 ， 将进
一

步促进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推动全球经

济増长 。

２０ １ ３ 年中 国提出的
“

丝绸之路经济带
”

和
“

２ 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重大倡议也代表着
一

个更大范围的 国际经济合作框架 。 截至 目前已获得 ６０ 多个沿线国家和诸多国际组织 的积极

响应 。 卢锋 （
２０ １ ５

）

？ 等认为
一

带
一

路作为贯穿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大走廊 ，
以经济和人

文合作为主线 ， 将 中国与不同 国家的战略规划和安排纳入
一

个框架 中 ， 代表了
一

种更为包容 、

开放 、 共赢的 国际合作范式 。

二 、 国 际货币金融治理

过去几十年来 ，
金融 自 由化和放松管制 ， 使得金融全球化迅速发展 ，

一

方面有力推动了

全球经济増长 ， 另
一

方面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大量积聚 。 因此 ２００ ８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如何改

革和完善 国际货币金融治理
一

直是学术界和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

１ ． 对传统宏观经济学和金融理论的反思
２００ ８—２０ １ ２ 年后全球经济和金融进入

“

新常态
”

， 即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共同面临经济和

金融体系 的低水平均衡状态 ， 它是对长期积累 的金融失衡的
一

种被动式调整 。 经济和金融的
“

新常态
”

呼唤新的经济和金融学方法论 ， 核心任务是对传统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理论基

础进行改造或者重建 ， 将金融和实体经济两大核心要素 同时纳入理论框架 中进行统
一

分析与

刻画？ 。 陈雨露 （
２０ １５

）

？ 对传统主流宏观经济学的 内在缺陷进行了 反思 ， 认为宏观经济

和金融理论必须重新对现代金融体系 内在规律进行科学认识和 掛究 ， 重建宏观经济学长

期遗失 的
“

金融支柱
”

。 自 ２ ０ １ ３ 年起他和其研究团 队就致力于构建金融 和实体经济相统
一

、 理论基础和政策实践相结合的综合理论框架 ： 大金融理论 。 该理论有如下三大核心

建议 。 第一 ，
金融监管范畴应当 实施全 口径监管 ， 将银行体系 和资本市场 ，

基础性的金

融产 品和衍生金融产 品 ， 场 内交易和场外交易等都纳入金融监管视野 ， 防止过度 的 自 由

化 。 第二 ， 加强金融财政政策与实体经济的结合与协调 ，
避免金融脱离实体经济 自 我循

环形成金融泡沫 。 第三 ， 新兴市场 国家和发展 中 国 家要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规则制

订 ， 创造 良好的金融环境 。

２ ．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 国 际化

在金融领域 ，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严重滞后 ， 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存在的储备货 币和流动

性问题、 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以及特里芬难题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 美元作为主要的 国际贸易

和储备货币 ，
通过贸易逆差为全球提供流动性 。 高海红 （

２０１ ５
）

？ 总结了二战后 国际金融体

系运转 ７０ 年的历史 。 她指出 ， 当前发达国家仍然处于 国际金融治理结构的支配位置 ，
经济格

局与金融权力之间形成明显错配 ， 导致国际金融体系 的不稳定和不平等 ， 为持续性全球失衡

埋下 了隐患 。 她认为 ， 实现储备货币多元化 ，
重组和増设多层级的 国际金融机构 ，

建立全球

金融安全网
，
应该是未来国际金融体系重建的核心 内容 。 中国要积极参与 国际金融体系 的重

①卢锋 、 李昕等 （ ２ ０ １５ ） ：
“

为什么是中 囯 ？
一带一路的经济逻辑

”

， 《囯际经济评论 》 ， 第 ３ 期 。

② 陈雨露 （
２ ０ １ ５

） ：
“ ‘

新常态
’

下的经济和金融学理论创新
”

， 《经济研究》 ， 第 １ ２ 期 。

③ 陈雨露 （ ２ ０ １ ５ ） ：
“

重建宏观经济学的
‘

金融支柱
’ ”

， 《 囯际金融研究》 ， 第 ６ 期 。

④ 高海红 （
２ ０ １ ５

） ：
“

布雷顿森林遗产与 囯际金融体系重建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第 ３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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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 扩大人民币作为国际货 币 的功能 ， 提升在全球金融治理中 的地位 。 陈江生等 （
２０ １５

）

？

构建了一个国际本位货 币演进的分析框架 ， 用于对信用本位取代商品本位的过程进行分析 ，

并对信用本位的演进趋势进行了预测 。 其研究表明多元竞争的 国际本位货币 制度有利于世界

经济的稳定与公平 ， 货币 的多元化是信用本位 的演进趋势 ，
因此建议人民币 要主动出击早 日

成为国际本位货币之
一

。 陈卫东 （
２０ １ ５

）

？ 也建议中 国要积极参与 国际货币体系重建 ， 推动

国际治理秩序的完善 。

ＳＤＲ 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产物 。 乔依德等 （
２０ １ ５

）

？ 认为人民币进入 ＳＤＲ 计值货币篮

子既有助于増加其代表性和稳定性
，
也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其在国 际货币体系 中的作用 。 张明

（
２ ０１ ５

）

？ 认为中国应该把推动人民币 国际化与加强区域货 币合作有机结合 ， 在加快国 内结构

性改革 、 发展 国内金融市场 、 消除潜在金融风险隐患的 同时 ， 推动人民 币计价的周边贸易结

算和投资 ， 大力发展区域性熊猫债券市场 ， 借新的 国际金融市场动荡 时机推动新
一

轮亚洲货

币合作等 。 巴里 ？ 艾肯格林 （
２ ０１ ５

）

？ 也建议中 国采取谨慎的 、 渐进的战略开放资本账户
，

推动人民币 国际化 。

３ ． 国际金融监管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
金融危机后 ，

全球金融市场
一

体化进程显著加快 ，
全球范围 内 ， 特别是发达国家 ， 普遍

出现了
“

经济金融化
”

趋势 。 全球金融变成 了一个相互联系 、 紧密交织 同时又乱成一团 的 网

络 （
Ｈａ ｌｄ ａｎｅ

，
２０ １ ４

）

？
。 因此国际金融监管治理成为备受各国政治领导人 、 监管界和学术界

高度关注 的问题 。 王胜邦等 （
２ ０１ ５

）

⑦ 认为 ，

２００ ８ 年 以来全球金融监管治理架构有几大显著

变化 ：

一

是 Ｇ２０ 主导了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方 向 ；

二是 ＦＳＢ 成为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协

调平台 ；
三是 Ｂ ＣＢ Ｓ 在全球金融监管治理机构 中的地位显著上升 。 此外 ，

金融监管的理念、

方式 、 体制机制也呈现出
一些新趋势 ， 表现为金融监管理念发生转变 ，

金融监管力度显著强

化
，
金融监管权力重组等 。

Ｄｕ ｃａ ＆ Ｓ ｔｒａｃ ｃａ（
２０１ ５

）

⑧ 等通过股票 回报率 、 债券收益率 、 市场

风险的措施如隐含波动率等指标评估了
Ｇ２０ 峰会对 ２００７ 年和 ２ ０ １３ 年 间 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影

响偏态和峰态 ， 发现 Ｇ２０ 峰会的决定并没有对金融市场产生强大 、

一

致 、 持久的影响 ，
这表

明二十国集团 （
Ｇ２０

） 峰会的信息和决策 内容对市场参与者的影响有限 。

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方面 ， 份额与投票权机制的改革
一

直是世界银行和 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

（
ＩＭＦ

） 的核心 。 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改革 已经于 ２０ １ ０ 年取得较大进展 。 经过改革 ， 新兴经济

体的投票权显著提高 。 但 ＩＭＦ 的改革
一直未取得进展 ，

２０ １ ５ 年初 ＩＭＦ 改革方案再次被美 国否

决 。 ２０ １ ５ 年 ４ 月 的 ＩＭＦ 和 ＷＢ 春季年会上 ，

ＩＭ Ｆ 再次重 申 如果美 国 国会再拒绝批准该方案 ，

将启动
“

Ｂ 计划
”

。

“

Ｂ 计划
”

包含两种方案 ：

一

是总份额不变 （ 意味着美国无需増资 ） ， 从

①陈江生 、 田苗 、 丁俊波 （ ２ ０ １５ ） ：
“

囯际本位货币的演进分析
”

， 《世界经济研究》 ， 第 １ 期 。

② 陈卫东 （
２ ０ １５

） ：
“

囯际货币体系改革与 中 囯 的战略抉择
”

， 《 囯际金融》 ， 第 ７ 期 。

③ 乔依德 、 葛佳飞 （ ２ ０ １５ ） ：
“

人民币进人 ＳＤＲ 计值货币篮子 ： 再评估
”

， 《 囯际经济评论》 ， 第 ３ 期 。

④ 张 明 （
２ ０ １５

） ：
“

人民币 囯际化与亚洲货币合作 ：
殊途同归 ？

”

，
《 囯际经济评论》

，
第 ２ 期 。

⑤ 巴里 ？ 艾肯格林 （ ２ ０ １ ５ ） ：
“

人民币 囯际化的顺序
”

（ 郭子睿译 ）
， 《囯际经济评论》 ， 第 ４ 期 。

⑥Ｈａｌ ｄａｎｅ
，
Ａ ．Ｇ．（

２ ０ １４
）

，
Ｍａｎａ

ｇ
ｉ ｎ

ｇｇ
ｌ ｏｂ 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ａ ｓａ ｓ

ｙ
ｓｔｅｍ

，
Ｓｐ ｅｅｃｈａｔ ｔｈｅＭａｘｗｅ ｌｌＦｒ

ｙ
ＡｎｎｕａｌＧ 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ａｎ ｃｅＬｅｃ ｔｕｒｅ
，ａｔＢｉｒｍｉ ｎ

ｇ
ｈ ａｍ Ｕｎｉｖ ｅｒｓ ｉｔ

ｙ ，Ｏｃ ｔ ｏｂ ｅｒ２ ９．

⑦ 王胜邦 、 俞靓 （
２ ０ １５

） ：
“

后危机时期 的全球金融监管新变化
”

， 《学术前沿》 ， 第 ８ 期 。

⑧Ｄｕｃａ
，Ｍ ．Ｌ ．

，Ｓｔｒａｃｃａ
，Ｌ ． （ ２０ １ ５ ）． Ｗｏｒｔｈｔｈｅｈｙ ｐ

ｅ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 ｔｏｆ Ｇ２０ｓｕｍｍ ｉｔ ｓｏｎ

ｇｌ
ｏｂ ａｌｆｉｎａｎｃ ｉａ

ｌｍａｒ ？

ｋｅ ｔ ｓ

，
Ｊｏ 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Ｉｎｔｅ 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Ｍｏ ｎｅ
ｙ
ａ ｎｄＦｉｎａｎｃ ｅ５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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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的份额中调整 ６％到新兴市场 国家 。 按照这
一

计划 ，
可绕开美 国 国会 ， 只需奥 巴马政府

同意即可 ；

二是启动特设增资 ， 对份额公式进行重新改革 ， 提升 中 国和其他新兴市场 国家的

话语权 。 可以说 Ｂ 计划只是临时过渡方案
， 即使改革成功 ，

美国依然拥有独享的
“

否决权
”

，

未触及 ＩＭＦ 和 ＷＢ 的核心 ，
这将削弱全球治理改革的动力 。

三 、 国 际贸 易与投资治理

全球贸易治理是国际社会为处理全球贸易 问题而建立的具有 自 我实施性质的 国 际制度 、

规则或机制总和 。 全球贸易治理主要涉及各经济体为处理贸易问题而进行的贸易合作或做出

的其他安排 。

１ ． 国际贸易和投资格局的演变

自二战结束以来 ，
国际贸易格局不断分化 ， 集 中表现为发展 中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与 国际

贸易的多极化发展 。 这既促进了
ＷＴＯ 成员及内容的扩展

，
也导致以 ＷＴＯ 为基本框架的多边

贸易规则的弱化 。
２０ １ ３ 年中 国取代美 国成为第

一

大贸易国 ，

２０ １５ 年中 国 、 美 国 、 德国 ，
全球

三大贸易国在全球贸易中的 占 比分别为 １ １ ．９％ 、 １ １ ． ５％ 、 ７ ． ２％ 。

“

美国核心
”

的全球贸易旧

结构被中 国 、 美国 、 德 国三足鼎立的结构所取代 。 以 ＷＴＯ 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 陷入发展低

谷 ；
以新

一

代 区域贸易协定为特征的区域化则进入发展快轨道 。 国际贸易的区域化发展 ， 导

致不 同层级、 不同规模 、 不 同紧密程度的贸易区域 同时并存 ， 形成
“

意大利 面碗
”

效应？ 。

钟楹 （
２０ １５

）

？ 认为 ，
此次区域化潮流被广泛视为制定下

一

代国 际贸易规则的重要途径 ， 对

当前以多边贸易体系为核心的全球贸易治理模式构成挑战 。 但区域化模式的全球贸易治理存

在内生缺陷 ，
要实现有效的全球贸易治理 ，

必须 以两者互补性竞争关系 为基础 ， 搭建以多边

贸易体系为核心 、 区域贸易体系为补充的治理模式 。 此外 ，
全球经贸体系正在经历新

一

轮重

大调整 ， 各经济体实力对比的变化、 全球价值链深化、 经济全球化新问题是推动重塑 的主要

动因 ，
而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是重塑的主要博弈力量 。 经贸规则

“

泛经贸化
”

的特征越

来越 明显
，
不仅限于边境措施

，
更包括边境后的 国内经济体制机制？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
投资保护主义持续升温

，
各种各样的 国 际投资协定纷涌而至 。 根

据联合国 贸发会议 ２０１ ５ 年初发布的 《投资协定与争端解决近期趋势 》
， 截至 ２０ １４ 年底全球已

达成 ３２６８ 个国际投资协定 。 由 于缺乏任何体系范围 内的协调 ， 多边、 区域 、 诸边 、 双边等各

层次投资协定相互交替 ，
存在重叠和利益冲突 ， 引发各种争端 ， 并且与知识产权 、 环保 、 国

家安全、 劳资等规则交织在
一

起 ， 增加了 执行的难度和成本？ 。 对于 国际投资治理的未来方

向 ， 学术界存在不 同观点 ，

一

方赞成对现行国 际投资体制进行改革 ，

一

方则认为应该在既有

法律基础上进行创新并开展对话合作 。 日 内 瓦贸易与经济
一

体化中心的教授 Ｊ ｏｏ ｓｔＰａｕｗｅｌ

ｙ
ｎ

①张亚斌、 范子杰 （ ２ ０ １５ ） ：
“

囯际贸易格局分化与囯际 贸易秩序演变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第 ３

期 。

② 钟楹 （ ２ ０ １５ ） ：
“

全球贸易治理模式之分析 以 区域贸易协定为视角
”

， 《 囯 际经贸探索》 ， 第 ８

期 。

③ 杨广贡 （ ２ ０ １ ５ ） ：
“

全球经贸体系重塑的动 因 、 趋势和对策
”

， 《 囯际经济评论 》 ， 第 １ 期 。

④ 郑蕴 、 徐崇利 （
２ ０ １５

） ：
“

论囯际投资法体系 的碎片化结构与性质
”

， 《现代法学》 ， 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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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０１ ５

）

？ 认为当前国际投资法虽然内容松散但具有
一

致性 。 征收、 公平与公平待遇条款 、 非

歧视条款等虽然在立法技术上存在差异但整体上趋于一致 ， 比如 ＴＰＰ 与美国一哥伦比亚 自 贸

协定条款有 ８２％ 的相似度 ，

ＲＥＣＰ 等也将于 中韩已经签署的投资协定条款相似 ，
因此在 当前

投资体制 比较混沌的情况下 ， 有效的方法是在总结经验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开展全球范围的对

话合作 ，
而不是进行新的投资立法工作 。 德 国发展研究所的 Ｂｅｒｇｅ

ｒ＆Ｅｍｂｒａｃ ｅ（
２０ １５

）

？ 则认

为当前国际投资体制存在合法性危机 ， 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的碎片化将极大增加未来国际贸

易和投资 的成本和风险 ， 也不利于国际商品和资本的流动 ， 需要对规则繁多 、 样式不一的贸

易 、 投资协定加以规范
，
而中美 、 中欧之间 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
以及 ＴＴＰ

、
ＴＴＩＰ

、
ＲＥＣ Ｐ等

谈判将重新定义和书写全球投资规则 。

实践层面 ，

２ ０ １５ 年联合国贸发会在国别 、 双边 、 地 区以及多边层面 ， 为 国际投资协定体

制改革提 出了
一整套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 ， 核心是对投资协定的核心条款 、 争端解决以及 国

际投资多边机制等进行改革 。
２ ０１ ４ 年至少有 ５０ 个国家或地区在重审或修订其国际投资协定

范本 ， 超过 ８０％ 的外资政策涉及放宽外资准入条件或减少对外资的限制 。 这些行动表明 国际

社会已经在为制订新
一

代 国际投资规则而努力 ， 对当前国际投资协定体系进行改革 已取得越

来越多的共识？ 。

梳理 Ｇ２０ 历次峰会宣言 、 公报和其他成果文件可以发现 ， 投资问题也是 Ｇ２０ 重点关注的

议题 。
Ｇ２０ 在投资领域成果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

一是反对投资保护主义？
；

二是加强基础设

施方面的投融资合作 ；
三是以投资推动全球强劲 、 平衡 、 可持续增长 。 ２０ １５ 年在 Ｇ２０ 轮值主

席国土耳其的倡议下 ，

ＯＥ ＣＤ 完成 了 《
Ｇ２０ 国别投资战略报告 》

？
。 该战略报告包括改善投资

环境 、 促进有效基础设施投资以及为中小企业提供长期融资等方面的政策措施 ， 旨在通过具

体政策改善投资生态 ， 促进高效高质量的投资 ， 并对中小企业提供支持 。 ＯＥＣ Ｄ 的分析报告

表明 ， 该战略将使 Ｇ２０ 投资总额 占 ＧＤＰ 的 比例到 ２０ １ ８ 年提升 １ 个百分点 。

２ ． 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

新型 国际分工催生了大量中间产品 ， 为弥补传统 国际贸易统计方法 中存在的跨境贸易重

复计算的缺陷 ，
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建立了增加值贸易数据库 ， 数据库覆盖了经合组织成员

国和金砖 国家等 。 增加值贸易统计可以在
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
一

国在全球价值链 （
ＧＶ Ｃ Ｓ

） 中的

参与度和专业化水平 。 对于测 算方法本身的讨论 ， 在 中 国 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 夏 明

（
２ ０１ ５

） 等？分析了增加值贸易测算中不同概念之间的关系和测算方法的演化路径 ， 发现当前
“

贸易增加值
”

测算方法存在的主要理论缺陷 是在 中间产品进 出 口 内生化的模型中 ， 把 中 间

产品出 口作为外生变量来处理 。

①Ｐａｕｗｅ
ｌｙ
ｎ

，Ｊ．（ ２ ０ １ ５ ）．Ｔｈ ｅＲｕ
ｌ
ｅ ｏｆＬａｗｗ ｉｔｈ ｏｕ ｔｔｈ ｅＲｕ ｌ

ｅｏｆＬａｗ
ｙ
ｅｒｓ

？Ｗｈｙ
Ｉｎ ｖｅ ｓｔｍ ｅｎ ｔＡｒｂｉ ｔｒａｔｏｒｓａｒｅ ｆｒｏｍ

Ｍａｒｓ
，ＴｒａｄｅＡｄ

ｊ
ｕｄｉ ｃａｔｏｒｓｆｒｏｍＶｅｎｕ ｓ ．Ｔｈ ｅＡｍｅ ｒｉｃａｎＪｏｕ 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Ｌａｗ
， １０９（

４
）

．

②Ｂｅｒ
ｇ
ｅｒ

，Ａ ．＆Ｅｍｂｒａｃｅ
，Ｈ ．（ ２０ １ ５ ） ． Ｃｈ ｉｎａ

’

ｓＲｅｃｅｎｔＡ
ｐｐ

ｒｏａｃｈｔ ｏ Ｉｎｔ 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Ｉｎ ｖｅ ｓｔｍ ｅｎ ｔＲｕ ｌｅ
－ Ｍａｋ

？

ｉｎ
ｇ

． Ｊｏ 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Ｗｏ ｒｌｄＩｎｖｅｓ 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ｒａｄｅ

，
１ ６（

５－ 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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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ｉｍｅ
： ｆｏｕ ｒ

ｐ
ａｔｈｓｏｆＡｃｔ ｉｏｎａｎｄａｗａ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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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ｕｎ ｅ ．

④ＯＥＣ Ｄ／ＵＮＣＴＡＤ （ ２０ １ ５ ）． Ｆｏｕｒｔｅｅｎ ｔｈＲｅｐ ｏｒｔ ｏｎＧ２０ Ｉｎｖｅ ｓｔｍｅｎｔ Ｍ ｅａｓｕｒｅ ｓ ．ＯＥＣＤｒｅｐ ｏｒｔ
，Ｏｃ ｔｏｂ ｅｒ３ ０．

⑤ＯＥＣ Ｄ（
２ ０ １５

 ） ．Ｇ２０／ＯＥＣＤＲｅｐ ｏｒ
ｔｏｎＧ２０Ｉｎｖｅ ｓ

ｔ
ｍ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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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

ｔ
ｅ
ｇ

ｉｅ ｓ ．Ｇ２０Ｓ ｕｍｍ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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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ｉ ｎ

ｇ ｉｎＡｎ
ｔ
ａ

ｌｙ
ａ

，ｈ ｔ
？

ｔ
ｐ

：
／／ｗｗｗ．ｏｅｃｄ． ｏｒ

ｇ
／ ｉ ｎｖｅ ｓｔｍ ｅｎｔ／Ｇ２０

－

ＯＥＣＤ －Ｒｅｐ ｏｒｔ － ｏｎ －

Ｉｎｖｅ ｓ ｔｍｅｎ ｔ
－

Ｓｔ ｒａｔｅ
ｇ

ｉｅ ｓ－Ｖｏ
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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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夏明 、 张红霞 （
２ ０ １５

） ：
“

增加值贸易测算 ：
概念与方法辨析

”

， 《统计研究》 ， 第 ６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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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现有 国际贸易模型以及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对复杂和动态经济系统的解释不足 ，
全

球价值链理论应运而生 ， 为新的世界经济体系提供了
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 。 全球价值链治理

模式的研究范畴 、 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也不断深化与扩展 。 全球价值链 （
ＧＶＣ Ｓ

） 方法不仅

成为公司分析其在全球经济网络 中策略的工具 ， 同 时也成为超国家机构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

工具？
。 但对于加入 ＧＶＣ Ｓ 的驱动因子 、 加入 ＧＶＣ Ｓ 后的好处以及发展 中 国家如何加入 ＧＶＣ ｓ

等问题的研究非常欠缺 。 Ｋｏｗａ ｌ
ｓ
ｋ

ｉｅｔ ａ ｌ（
２０ １５

）

？ 针对这些 问题做了实证分析 ， 发现融入全球

价值链有助于提升发展 中国家的生产力 ， 增加其 出 口产 品 的多样化 ， 并产生了 大量的 中间 品

贸易和增加值贸易 。 结构性因素 ， 如地理位置 、 市场规模和发展水平等是发展中 国家是否愿

意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关键决定 因素 。 此外 ， 贸易和投资政策改革 、 物流和海关成本的下降、

知识产权保护 、 基础设施的改善等也是发展中国家是否参与 ＧＶＣ ｓ 的影响因子 。

３ ． 国际贸易 与贸易保护主义新动 向

近年来国际贸易保护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趋势 ：

一

是 国家援助措施替代 了传统的贸易限制

措施成为国际贸易保护的新手段 ；

二是新兴产业和稀缺资源成为国际贸易保护的新 目标 ；
三

是全球治理成为国际贸易的新保护伞 ，
国家安全成为贸易摩擦的重要新借 口

； 四是发展 中国

家发起的贸易摩擦和贸易 救济数量不断增 加 ，
金融危机后 的贸 易保护 尤为 突 出 。 孙磊等

（
２０１ ５

）

？ 对主流贸易理论中解释贸易摩擦成因的重商主义理论、 幼稚产业保护理论、 特定要

素与 Ｓ － Ｓ 定理、 国际贸易扭曲理论、 战略性贸易政策 、
ＧＢＳ 理论、 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以及

经济再平衡调整与贸易摩擦等进行了梳理
，
发现国 际贸易摩擦治理的途径和措施主要集 中在

四个方面 ：

一

是采取单边行动以解决摩擦冲击 ，

二是通过双方协商谈判化解摩擦 ，

三是诉诸

ＷＴ０ 争端解决机制 ，
四是通过区域贸易协定来缓解摩擦与争端 。

４ ． 区域经济治理与国际经贸规则
区域

一

体化是
一

种重要的全球治理表现形态 。 欧盟、 北美 自 由 贸易区 、 东盟、 非洲联盟、

ＡＰＥ Ｃ 等区域
一

体化组织活跃在全球经济治理的舞台上 ， 但围绕区域化到底是全球化的
一

部

分还是反全球化的
一

个进程 ， 争论持续至今 。 有学者认为 ， 区域化从动机、 协调机制和效应

方面都说明它是全球化的阻力 ，
也有学者认为 ， 区域经济合作是与全球化相伴而生的 ， 大国

之间的竞争被区域集团之间的竞争所替代 。 在一定意义上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各国应对经济全

球化的一种重要选择？ 。

欧盟
一体化进程是全球经济治理中的

一

个典型案例 。 （
Ａ
ｇｕ

ｉ
ｌ
ｅｒａ

－ Ｂａｒｃｈｅｔ
，２０ １５

）

⑤ 系统回

顾了欧洲
一体化时期出现的几次极端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 国家危机 。 他认为 ，

第一次民族主

义危机导致了第
一

次世界大战爆发 ， 给欧洲大部分国家带来灾难和难以估量的损失 。 在这次

危机中 ， 欧洲 民族国家政府果断采取联合措施 ，
以收敛而非竞争与对抗的合作策略使各国免

①Ｆｅｒｎａｎｄ ｅｚ
，Ｖ ．Ｒ．（

２ ０ １４
）．Ｇｌ ｏｂ ａｌＶａｌｕｅＣｈ ａｉｎ ｓｉ ｎＧ ｌｏｂ ａｌ Ｐｏｌ ｉｔ ｉｃａｌＮｅ ｔｗｏｒｋ ｓ

：
Ｔｏｏ ｌｆｏｒ Ｄ ｅｖｅ ｌｏ

ｐ
ｍ ｅｎ ｔｏｒＮｅ

－

ｏ ｌｉｂ ｅｒａｌ Ｄｅｖ ｉ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Ｒａ ｄｉｃａｌ Ｐｏｌ ｉｔｉ ｃａ ｌ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ｓ
，４７（ ２ ） ．

②Ｋｏｗａｌｓ ｋｉ
，
Ｐ ．


，
Ｇｏｎｚ ａｌｅｚ

，
Ｊ ．Ｌ ．


，
Ｒａｇｏｕ ｓｓｉ ｓ

，
Ａ ．＆ Ｕ

ｇ
ａｒｔｅ

，
Ｃ ． （

２０ １ ５
）． Ｐａｒｔ ｉｃ ｉ

ｐ
ａｔｉ ｏｎｏｆ Ｄ ｅｖｅ ｌ ｏ

ｐ
ｉｎ

ｇ
Ｃｏｕｎ ？

ｔｒｉｅ ｓｉｎＧ ｌｏｂ ａｌＶａｌ ｕｅＣｈ ａｉｎ ｓ Ｉｍ
ｐ

ｌｉ ｃａｔ ｉｏｎ ｓｆｏｒＴｒａｄｅａｎ ｄＴｒａｄｅ －Ｒｅ ｌ ａｔｅｄＰｏｌ ｉｃ ｉ ｅ ｓ
，ＯＥＣＤ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

ｙＰａｐｅｒｓ
，

Ｎｏ ．１ ７９


，
ｈ ｔｔ

ｐ 
：
／／ｗｗｗ．ｏｅｃｄ

－

ｉｌ ｉｂｒａｒ
ｙ

． ｏｒ
ｇ
／

ｔｒａｄｅ／ ．

③ 孙磊 、 谭波 （ ２ ０ １５ ） ：
“

贸易摩擦成 因理论研究综述
”

， 《商业经济研究》 ， 第 ６ 期 。

④ 李向 阳 （
２ ００２

） ：
“

全球化时代的区域经济合作
”

， 《 世界经济》 ， 第 ５ 期 。

⑤Ａ
ｇ
ｕｉ

ｌ
ｅｒａ－Ｂａｒｃｈｅ ｔ

，Ｂ ． （ ２０ １ ５ ）． Ｔｈ ｅＣｒｉｓ ｉ ｓｏｆ

ｔｈ ｅＮａｔ ｉｏｎ－Ｓ ｔａｔ ｅｉｎ ｔ ｈｅＥｒａ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 ｅｇｒａｔｉ ｏｎ
，Ｓｐ

ｒｉ ｎ
ｇ
ｅｒ

Ｉｎｔ 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Ｐｕｂ ｌｉ ｓｈｉ ｎ
ｇ ，６４７

－

７２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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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遭遇更大损失 。 随后再
一

轮的民族主义的激化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 使得欧洲大

陆再次陷入揉躏 ， 欧洲领导人最终明 白 了生存下去的唯
一

途径就是建立 国家联盟 。 因此
， 从

历史进程看
，
民族主义的发展往往会引发政治动荡与社会混乱 ， 走

一

体化道路才是欧洲的未

来 。 尽管欧洲从未真正在政治上获得统
一

，
但大多数欧洲 国家都拥有共同 的过去 ，

都拥有从

罗马帝 国时期传承下来的根深蒂固 的价值观、 历史传统和理念 ，
这些是欧洲一体化进程未来

得以延续的根基 。 这一书籍是对当前存在的反全球化思潮 的有力抨击 。 当然
，
欧洲一体化进

程也注定危机四伏 ， 尤其货币财政纪律苛刻与欧盟区域 内高失业率之间 、 货币财政政策之间 、

各国经济实力和欧盟总体财力之间存在着长期矛盾 ， 需要选择性借鉴而不是全盘照搬欧盟

模式① 。

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治理架构是亚洲的关注焦点 。 东亚建立起来的一系 列双边和多边地

区经济合作机制包括了
“

东盟 １ ０ ＋ ３

”

、 中 国
一东盟 自 由 贸易区 、 清迈协议 、 亚洲债券基金、

上海合作组织等都吸引 了不少学者的 目光 。 周玉渊 （
２０ １ ５

）

？ 认为
，
冷战结束后东盟转型的

一

个重要特征是重心从政治安全转 向经济合作和地区治理 。 这一转型过程伴随着东盟合作 习

惯、 合作机制和经济决策参与者的变化 ，
这也成为影响东盟决策实践和效率的重要因素 。 她

认为 ，

２ ０ １５ 年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的 目标将很难实现 ， 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更多的是过程导

向而非结果导向 ， 东盟经济共同 体建设很大程度上只是东盟高度经济
一

体化的起点 。 李峰

（
２０ １ ５

）

？ 等提出一种将 中等强国身份融入区域大国身份及区域秩序建构 的新综合分析框架 ，

分析了印尼如何在东南亚区域主义进程 中塑造大 国身份并建构区域秩序 。 文章的基本结论是 ：

区域大国是实力 、 认知与能力实践三个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 ， 能力实践是区域大国塑造大国

形象并建构 区域秩序 的主要过程 。 能力实践主要包括协调 国内政治 、 自 我对区域秩序的 目标 、

区域伙伴的态度和因应以及域外大 国的认可和影响 四者 间关系 ， 并从内外双向建构 区域秩序

的过程 。 吴泽林 （
２０ １５

）

？ 系统总结了近年 中 国学界关于东亚
一

体化的研究 ， 将东亚地区的

经济一体化发展
“

迟滞
”

的理论解释归纳为
“

互信不足论
”

、

“

贸易结构差异论
”

、

“

经济发

展水平差异论
”

、

“

三心二意论
”

、

“

美国 阻挠论
”

、

“

主导缺位论
”

等几方面 ， 充分表明 中 国

学界对
“

开放的地区主义
”

理念的不同理解 。 张 晓静 （
２０ １５

）

？ 则通过区域贸易协定 中涉及

的 ＷＴＯ＋ 和 ＷＴＯ －Ｘ 条款数量测算 了亚太地区主要区域合作协定 的深度 ，
并运用扩张引 力模

型检验了亚太区域合作深度
一体化与生产 网络之间 的关联性 。 研究发现

，

亚太生产网络促进

了 区域之间的经贸往来 ，
而亚太区域合作深度

一体化通过降低贸易壁垒等机制上的保证 ， 推

动了亚太地区生产网络的发展 。 总的来看 ， 在区域经济治理方面 ，

亚洲地区的经济治理仍然

处于发展的初期 ， 合作机制的碎片化将影响到未来区域经济治理的效率和应对危机的能力？ 。

当前区域经济治理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世界各国大多把规则制定的重心放到了 区域或双边

①斯迪克 ？ 塞雅德 、 廖凡 、 周凡淼 （
２ ０ １５

） ：
“

金融与财政危机对欧盟 内 外区域
一体化的影响

”

， 《 囯

际法研究》 ， 第 ２ 期 。

② 周玉渊 （ ２ ０ １５ ） ：
“

从东盟 自 由 贸易 区到东盟经济共同体 ：
东盟经济

一体化再认识
”

，
《当代亚太》

，

第 ３ 期 。

③ 李峰 、 郑先武 （
２ ０ １５

） ：
“

区域大 囯 与区域秩序建构 东南亚区域主义进程 中 的印尼大 囯 角 色分

析
”

， 《 当代亚太 》 ， 第 ３ 期 。

④ 吴泽林 （
２ ０ １５

） ：
“

近年中 囯学界关于东亚
一体化的研究述评

”

， 《现代囯际关系 》 ， 第 １ ０ 期 。

⑤ 张晓静 （
２ ０ １５

） ：
“

亚太区域合作深度一体化与生产网络的关联性
”

， 《当代亚太》 ， 第 １ 期 。

⑥ 王 明 囯 （
２ ０ １５

） ：
“

东亚地区治理机制 的有效性评估与未来发展
”

， 《当代亚太》 ， 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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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１ ５

贸易协定 （
ＲＴＡＳ

） 上 ， 并且逐渐出现超大型 自 由 贸易 区 （
ＦＴＡ

） ， 包括美 国主导的 ＴＰＰ
、 东

亚的 ＲＣＥＰ
、 日 欧的 ＥＰＡ

、 欧美 ＴＴＩＰ 以及非洲的 ＴＦＴＡ 等 。 对于 ＴＰＰ 的研究是继 ２０ １４ 年之后

新
一

轮研究高潮 。

一

方面美 国学者加紧了对 ＴＰＰ 的研究论证 。
Ｈｉｅｂｅｒｔ ｅ ｔ ａｌ ．

①
（
２０ １ ５

） 认为 ，

鉴于亚太地区在美 国战略中的重要性 ， 美 国亟须制定
一

套全面针对该地区的经济战略 ， 批准

通过的 ＴＰＰ 将有 助 于 加深亚太经济
一

体化并刺激美 国 的 出 口 和 増长 。 Ｓ ｏｌ ｉｓ（
２０ １５ ａ

？
，

２０ １ ５ｂ？ ） 则称 ＴＰＰ
—

旦失败 ， 美 国会遭到重大损失 ， 包括 ：

一

是美 国将失去世界贸易规则制

定者的地位 ；

二是美国
“

转 向亚太
”

政策失败 ；
三是 日美 同盟失去关键支点 ； 四是世界贸易

体系失去发展机制 ，
遭遇瓶颈 。 但克鲁格曼对 ＴＰＰ 提出反对意见 ， 认为 ＴＰＰ带来的收益将远

不如之前贸易 自 由化政策带来的收益 。 此外 ， 投资者争端解决协议 （
ＩＳＤＳ

） 旨在维护跨国公

司 的利益 ；
第三

，

ＴＰＰ 中 的知识产权规定不能提高美 国 的贸易所得 ， 仅对企业有利 。 对此 ，

Ｂｒａｎｓ ｔｅｔ ｔｅ ｉ

？ 等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反对意见 ， 对奥巴 马在 ＴＰＰ 上的行动表示支持？
。 另

一

方面 ，

ＴＰＰ 的影响研究在其他国家发酵升温 ，
以中 国为例 ， 孔繁颖等 （

２０ １ ５
）

⑤ 系统分析了
ＮＡＦＴＡ

、

ＦＴＡＡ 与 ＴＰＰ 三个案例 ， 认为美国转 向区域制度霸权战略 ， 是 因为冷战结束后 国际格局与国

家实力的变化使美 国无力继续追求全球性的制度霸权 ，
而是通过各种不 同 的 自 由 贸易 区为主

的地区合作制度追求其在各地区的主导地位与战略利益 。 许和连等 （
２０１ ５

）

？ 构建 １９９ ２—

２０ １ ３ 年世界高端制造业贸易网络
，
利用 Ｂ ｌｏｎｄｅｌ 算法对世界高端制造业贸易 网络的社团划分

及其演化进行分析 。 研究发现
，
世界高端制造业贸易 网络社团 的演化经历 了

“

发达国家主

导
”

、

“

亚太地区崛起
”

和
“

后金融危机
”

三个阶段 。
ＴＰＰ 的迅速崛起使中 国很可能面临在亚

太高端制造业生产 网络中被边缘化的危险 。
Ａｓ ｌａｎｅｔａｌ ．（

２０ １５
）

？ 使用 ＧＴＡＰ 和可计算的
一

般

均衡模型 ， 分析了
ＴＰＰ 和 ＴＴＩＰ 在三种情景 卜 对 中 国经济的影响 。 分析结果表明 ， 如果 ＴＴＩＰ

成为现实 ，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是负面的 ； 如果 ＴＴＩＰ 和 ＴＰＰ均达成并将中 国排除在外 ， 那么

对中 国的负面影响将极大提高 ；
而如果中 国能够加入 ＴＰＰ

， 则影响为正 ， 表明 中 国加入 ＴＰＰ

产生的正面效应将 中和掉 ＴＴＩＰ 的负面效应 ，
因此中国需要尽可能成为 ＴＰＰ 的

一

员 。

从国际贸易规则层面看 ， 新
一

轮的贸易规则正沿着 以 区域贸易规则创建为基础 ， 辅以规

范某
一

领域的诸边贸易规则的发展 ，
通过货物贸易 、 投资 、 服务贸易规则的融合后逐渐形成

新的多边贸易规则的轨迹演进 。 国 际贸易新规则正在超越现有世界贸易组织 （
ＷＴ０

） 规则 ，

①Ｈ
ｉ ｅｂｅｒｔ

，

Ｍ ．

，

Ｂｏｗｅｒ
，
Ｅ． Ｚ ．

，

Ｇｏｏｄｍａｎ
，
Ｍ ．Ｐ ． ＆Ｍ ｉ ｌｌｅｒ

，
Ｓ．（

２ ０ １ ３
）．ＨｏｗＩｍ

ｐ
ｏｒｔａｎｔ ｉ ｓＴＰＰ ｔｏＯｕ ｒＡ ｓｉ ａ

Ｐｏ ｌｉ ｃ
ｙ ？Ｃｅｎｔ ｅｒ ｆｏｒＳｔ ｒａｔｅ

ｇ
ｉｃａｎｄＩｎｔ 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Ｓ ｔｕｄ ｉｅ ｓ

，Ｎｏ ｖ１
，

ｈｔｔ
ｐ
ｓ

：／／ｗｗｗ．ｃ ｓ ｉｓ ． ｏｒ
ｇ
／ａｎａｌ

ｙ
ｓｉ ｓ／ ｈｏｗ－

ｉｍ
ｐ
ｏｒｔａ ｎｔ －ｔ

ｐｐ
－

ｏｕｒ
－

ａｓ ｉａ
－

ｐ
ｏ ｌ ｉｃ

ｙ
．

②Ｓｏ ｌ
ｉｓ

，Ｍ．（ ２ ０ １５ ａ ）．Ｔ ｈｅｇ
ｅｏ
ｐ
ｏ

ｌ
ｉ ｔｉｃａ

ｌ ｉｍ
ｐ
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 ｅＴｒａｎ ｓ－Ｐａｃ ｉｆ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 ｓｈｉ

ｐ ：Ａ ｔ ｓｔａｋｅ
，ａｌ

ｉｂ ｅｒａ
ｌ ｅｃｏ

？

ｎｏｍｉ ｃ ｏｒｄｅｒ．Ｔｈ ｅＢｒｏｏｋｉ ｎ
ｇ
ｓＩｎ ｓｔ ｉｔｕ 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 ｉｎ

ｇｐ
ａ
ｐ
ｅｒＭａｒｃｈ１ ３ ． ｈｔ ｔ

ｐ ：／／ｗｗｗ． ｂｒｏｏｋｉ ｎ
ｇ
ｓ ． ｅｄｕ／ｂ ｌｏ

ｇ
ｓ／ｏｒｄｅｒ－ ｆｒｏｍ－

ｃｈａｏ ｓ／

ｐ
ｏ ｓ ｔｓ／２０ １ ５／０ ３／ １ ３

－

ｇ
ｅｏ

ｐ
ｏ

ｌ
ｉ ｔｉｃａ

ｌ
－

ｉｍ
ｐ
ｏｒｔａｎ ｃｅ －

ｔ ｒａｎｓ
ｐ
ａｃ ｉｆｉｃ －

ｐ
ａｒｔｎ ｅｒ ｓｈｉ

ｐ
．

③Ｓｏ ｌ ｉｓ
，

Ｍ．（
２０ １ ５ ｂ ）． ＴＰＰ

：
Ｔｈ ｅｅｎｄｏｆｔｈ ｅｂｅ

ｇ
ｉｎｎｉｎ

ｇ ，ＴｈｅＢｒｏｏ ｋｉｎ
ｇ
ｓＩｎ ｓｔｉ ｔｕ ｔｉｏｎＯ ｃ ｔｏｂｅｒ５ ．ｈ ｔｔ

ｐ ：
／／

ｗｗｗ．ｂ ｒｏｏｋｉｎ
ｇ
ｓ ． ｅｄ ｕ／ｂｌ ｏ

ｇ
ｓ／ｏｒｄｅ ｒ

－

ｆｒｏｍ
－

ｃｈ ａｏ ｓ／
ｐ
ｏ ｓｔ ｓ／２０ １５／ １０／０５－ｔｒａｎ ｓ

ｐ
ａｃ ｉｆｉ ｃ

－

ｐ
ａｒｔｎ ｅｒ ｓｈｉ

ｐ
－

ａ
ｇ
ｒｅｅｍｅｎｔ

－

ｓｏ ｌ ｉｓ ．

④ Ｂｍｎ ｓｔｅ ｔ ｔｅｒ
，

Ｌ ．Ｇ ．＆Ｈ ｕｆｂａｕ ｅｒ
，
Ｇ ．Ｃ ．（

２ ０ １ ５
） ：

“

对克鲁格曼反对 ＴＰＰ 的 回应
”

（谢晨月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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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孔繁颖 、 李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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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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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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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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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发达国家正力图成为新贸易规则的主导者 ， 并给发展 中 国家的制度规范和改革提供了外部

压力？ 。 李春顶等 （
２０ １ ５

）

？ 对 ＴＰＰ 和 ＴＴＩＰ 等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与贸易规则的变化、
ＷＴＯ 框

架下的诸边协定谈判与贸易规则的变化 、 后 巴厘时代 的多边贸易体系 与贸易规则的变化进行

了归纳分析 ， 发现当前全球贸易规则变化的新动向包括 ：
ＴＰＰ 谈判有望达成 ； 诸边协定谈判

具有较高的成功概率 ；

ＷＴＯ 多边贸易体系很难推动贸易新规则的发展 ， 发达国家希望形成

ＷＴＯ 体系 内外相互补充的规则体系 ； 未来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可能会纳入 ＷＴＯ 议题等 。

四 、 可持续发展治理

当前全球发展治理正在经历
一

场重大转变 ，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 第

一

， 联合国 日 益

取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过去数十年所 占据的核心领导地位 ， 成为主导全球可持续

发展议程的核心国际组织
；
第二

，
可持续和包容发展取代

“

华盛顿共识
”

成为 占据主导地位

的发展理念 ；
第三

，
可持续发展治理的主体 日益多元化 ， 新兴国家也开始通过建立新的发展

融资机构参与发展援助 ， 挑战发达国家的垄断地位 。

１ ． 可持续发展治理改革的重要进展

制定全球发展议程一直是联合国 的核心工作之一 。 千年发展 目标 （
Ｍ ｉｌ ｌｅｎｎｉｕｍＤｅｖｅｌｏｐ

？

ｍｅｎｔＧｏａｌｓ
，
ＭＤＧｓ

）将于
２０ １５

年到期
，
新的全球发展目标在

２０ １５
年第７０届联合国首脑会议

审议通过 ， 并于 ２０ 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启用 。 从实践层面看 ，

２０ １５ 年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改革主

要有两个标志性意义的时间节点 。

第
一

个时间节点是 ２０ １５ 年 ７ 月 。 联合国亚的斯亚贝 巴发展融资会议通过了 《亚的斯亚贝

巴行动议程》
？

，
通过 １００ 多个具体措施支持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落实 ， 包括如何解决发展融资

的资金来源
，
如何加强各国在科学技术 、 创新 、 贸易和能力建设等方面的 国 际合作等？ 。 它

是联合国在 ２０ １ ５ 年举办的三个关键会议之一
，
旨在促进普遍和包容性的经济繁荣 、 提高人民

福祉的 同时加强环境保护 ， 推动全球迈 向
一条繁荣和可持续发展未来的前所未有的路径 。 同

时 ，
这一会议也为推动达成 ２０ １５ 年后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和 ２ ０１ ５ 年底 巴黎气候大会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撑 。

第二个时间节点时 ２０ １５ 年 ９ 月 。 经过两年多的政府间讨论和磋商的 《改变我们的世界 ：

２０ 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 在第 ７０ 届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 ， 确定了２０３０ 年之前计划完成的

１７ 项具体 目标 （
ＳＤＧｓ

） 以及 １６９ 项细化 目标 ， 自 ２０ １ 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正式生效 ， 成为未来 １ ５

年指导全球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 ２０３０ 可持续发展 目标即包括了消除贫困和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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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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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两大核心主题 ，
还充分考虑到了

一些新的全球性挑战 ， 包括应对气候变化 、 应对 ２０ 多

亿人的城市化进程 、 大规模的移 民带来的基础设施等 ， 旨在寻求一种发展范式的转变和生态

文明 的整体转型 。 如果说千年发展 目标的设定采取的是
“

自上而下
”

方式 ， 即 由联合国 、 世

界银行、
ＯＥＣＤ 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组成的专家委员会甄选并制定 ， 那么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

设定则采取了
“

自上而下
”

和
“

自下而上
”

相结合方式 ， 即先 由联合国发起 ， 随后由各国代

表、 国际组织和其他广泛的利益相关方进行充分讨论 ， 再经过联合国成员 国代表谈判磋商 ，

最终形成共识 ， 达成一致 。 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则是落实 ＳＤＧｓ 的重要保障 ， 即 ２ ０３０ 发展

议程的实现需要建立包容的 国际合作伙伴关系 ， 需要所有 国家的共同努力 ？
。

２ ． 可持续发展 目标与千年发展 目标的比较
联合国千年发展 目标 （

ＭＤＧｓ ） 的主要 内容是帮助发展中 国 家 ， 尤其最不发达国家和弱

势群体实现减贫 。 而可持续发展 目标 （
ＳＤＧｓ

） 则强调增长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 强调
“

不让

任何人掉队
”

。
ＳＤＧｓ Ｓ

ＭＤＧｓ 的延续 、 替代还是改进是 国 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 。 黄梅波 、 朱

丹丹和吴仪君 （
２０ １５

）

？ 的研究发现 ， 截至 目前 ， 联合国制定的 ３ 个全球性的发展 目标分别

是 １ ９９２ 年 《
２１ 世纪议程 》 提出的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标 、

２０００ 年 《 千年宣言》 确定的 ＭＤＧｓ

和 ２０１ ５ 年通过的 ＳＤＧｓ 。 这 ３ 个全球性发展 目 标
一

脉相承 ，
经历了 由环境保护到消减贫困再

到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阶梯式演进 ，

ＳＤＧｓ 实际上囊括了 消除贫 困和可持续发展两大核心主题 ，

是考虑了新的全球性挑战之后对 ＭＤＧｓ 的升华
， 具有更广泛、 更全面 、 更高的起点 。 廖茂林

（
２０ １５

）

？ 也认为 ，

ＳＤＧｓ Ｓ
ＭＤＧｓ 的延续和深化 ，

而非简单替代 ，

一些之前 尚未实现的千年

发展 目标应继续作为 ２０ １ ５ 年后的发展 目标 ， 在 ２０ ３０ 发展议程的重点领域和优先方向上 ， 消

除贫 困仍然应该是首要核心 目 标 。 Ｇａｂａ
ｙａ

ｎｄＤｅａ ｔｈ（
２０ １ ５

）

④ 也指出 ，

ＳＤＧｓ 应当深入分析

ＭＤＧｓ 目标体系 的优点和缺点 ， 从 ＭＤＧｓ 的实施经验中吸取经验教训 。 Ｇｏ ｒｅ（
２０ １５

）

？ 也认

为 ，

ＳＤＧｓ 应该延续 ＭＤＧｓ 的成功经验 ， 完成 ＭＤＧｓ 未竟的 目标 ， 平衡经济 、 社会 、 环境三个

发展维度
，
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和环境支柱得到与社会支柱同样的重视 。

３ ．２０３０ 发展议程的落实
千年发展 目标的提出 以及实现是在相对比较宽松和非常特定的 国际背景下完成的 ， 当 时

国际大宗产品经历 了
一

个超长期价格上涨周期 ， 很多发展 中国家因此受益 ， 经济状况大大改

善 。 而 ２０ ３０ 全球可持续发展 目标则是在全球经济陷入金融危机后长期低迷期 、 中 国经济也开

始转型 、 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背景下出 台 的 。 可持续发展 目标非常宏大 ， 内容众多 ，
要实现

这些 目标 ， 需要对它们进行分类和排序 ， 按照重要程度渐进推进 。 因此
， 落实 ２ ０３０ 议程可以

说面临着 巨大挑战 ， 尤其发展中 国家需要调动 自 主发展动力 ， 进行多方面的努力 ，
原先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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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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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减贫行动努力远远不够的？ 。

Ｓｃｏ ｔ ｔ＆ Ｌｕｃ ｃｉ（
２ ０１ ５

）

？ 认为 ，
全球发展 目标的制定应 当与不 同国家 自身的发展 目标相结

合 ，

３０〇８ 在制定时应该充分考虑不同 国家的基本 国情 ， 制定不 同 的 目标 、 度量方法和期 限

等 。
Ｍ ｃＣ ｌｏｓｋｅ

ｙ（
２０ １ ５

）

？ 的观点是 ＳＤＧｓ 替换 ＭＤＧｓ 既是危机后经济发展的 内在要求 ，
也是

环境容量边界对人类发展提出 的要求 。 它既是新的全球 目标 ， 同时也反映了
一

个新的全球发

展模式 ，
因此必须建立相应的新全球规则以 实现各 目标之间 ，

以及全球 目标和国 内 目标之间

的协 同效应 。 Ｎｄ ｉｋｕｍａｎａ（
２０１ ５

）

？ 则认为 ，

２ ０３ ０ 发展议程能否取得成功取决全球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落实及强有力的问责机制的构建 。 可持续发展 目标 （
ＳＤＧｓ ） 并非放诸四海而皆准 ， 他

们需要与各国的发展状况相适应 ， 需要根据各国特定的约束集和机遇 。 国家也需要指定其全

球承诺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环境 ， 需要建立包容 、 透明 、 自下而上的 问责机制 ，
以确

保全球 目标与 国别 目标的有效对接 。 为此 ，

Ｈｕｌｍｅ ｅｔ ａ ｌ
． （

２０ １５
）

⑤ 设计了
一

个制定 、 测量和

监督 ＳＤＧｓ 的分析框架 ， 用来评估各国 的立法、 行政及管理能力 ，
以促进长期发展 目标的

实现 。

此外 ， 创新的公私伙伴关系是 ２０ ３０ 发展议程成功的关键？ 。 可持续发展 目标从资金 、 技

术 、 能力建设 、 贸易 、 数据监督等各角度强调全球合作与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
并给出了一揽

子的措施和具体 目标 。 这一促进全球团结的 目标虽然被列为第 １ ７ 个 目标
，
但该 目标更像是一

个综合 目标
，
为其他 目标的实现提供机制支持 。 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 的构建首先强调全球层

面
，
地区层面或国家层面、 地方层面包容性伙伴关系 的构建 。 旧千年发展 目标

，
虽然发达国

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 １４ 年增加了 ６６％
， 但承诺履行情况并不理想 。 新的可

持续 目标 明确要求发达国家全曲履行向发展 中国家提供 占发达国家国 民总收人 〇 ． ７％ 的官方

发展援助 ，
以及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 占 比 ０ ． １５％ 至 ０ ． ２％ 援助的承诺 。 邹志强 （

２０ １ ５
）

⑦ 分

析了２０３０ 发展议程存在的议题泛化和 目标模糊化、 条件导向和标准普适化 、 西方主导和价值

规范化等倾向 ，
建议构建具有包容性的发展 目 标和实施路径 ， 推动建立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

系 ， 提升发展 中国家对 ２０ １５ 年后发展议程的重视和参与程度 。

４ ． 全球可持续发展框架下气候治理

气候变化问题
一直是近年来重大的全球性治理问题 。 联合国气候治理经过 ２０ 多年的 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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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志强 （ ２０ １５ ） ：
“

２ ０ １５ 年后发展议程与全球经济新规则塑造 ： 联系与挑战
”

， 《 囯际关系研究》 ， 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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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取得 了重要进展？ 。

（
１

）２０ ３０ 发展议程下的气候 目标

２０ ３０ 发展议程中
，
环境 目标 、 社会 目标以及经济 目标是可持续发展进程 中具有 同等重要

意义的三根支柱 。 以气候变化为突出表现的环境问题对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改革具有显著的

推动作用 。 联合国 ２０３０ 可持续发展 目标 中 的多项环境 目标的确立为未来 １５ 年全球环境治理

指明 了方向 。
２０ ３０ 可持续发展议程把应对气候变化 目标 （

ＳＤＧ１ ３
） 单独列 出 ， 作为 １ ７ 个可

持续发展 目标之
一

， 旨在到 ２０２ ０ 年 ， 每年募集 １０ ００ 亿美元资金 ， 满足发展 中国家需要 ， 减

缓气候相关的灾害 ， 同时增强 内 陆国家及岛 国等易受影响地区的抵御风险能力 和适应能力 ，

提高公众意识 ， 将能力建设措施纳入国家政策和战略 。 同时在其他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具体领

域里也有许多子 目标与应对气候变化息息相关 。 比如 ＳＤＧ７（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 、 可靠

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 中确定的提高能效和可再生能源 比例 以及加强清洁能源技术合作研

究 ， 推动可持续能源服务等具体 目标 ， 同样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 。 可以 说 ，
可持续

发展议程确认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 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国 际政府间论坛的

根本位置 ，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全方位 、 有效的政策支撑 ， 同时可持续发展 目标 中倡

导的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将为全球气候行动提供有力的资金和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 。

２０ １ ５ 年国 际气候治理还有
一

个关键的时间节点 ： 《
巴黎气候协定 》 在 ２０ １５ 年 １２ 月 的 巴

黎气候大会上通过 ， 从而为 ２０２０ 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

建章立制
”

。 它标志着未来国

际气候合作将从 《京都议定书 》

“

自上而下
”

的有法律约束的合作机制 向着
一

种
“

自下而

上
”

、 多元化、 多层次的全球 自 愿减排承诺架构转变 （ 田慧芳 ，

２０ １５
）

？
。 《 巴黎协定 》 设定

把全球平均气温升 幅控制在 比工业化之前水平高 ２
°

Ｃ之内 ， 并且建立起每 ５ 年对国家 自 主贡

献 目标进行
“

只进不退
”

的力度核查机制 ， 并在发展 中 国家最关心资金议题上 ， 首次提 出

２０ ２０ 年前
“

制定切实的路线图
”

落实气候资金 问题 。 此外 ，
只要当不少于 ５５ 个缔约方 ，

且

排放 占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至少约 ５５％ 的缔约方签署批准后协议就可以生效 ，
生效门槛远

低于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 和 《京都议定书》 ， 意味着全球气候行动将不会再因 为个

别国家的不作为而 出现停滞或者倒退 。

（
２

） 对全球气候治理机制 的评估
“

国家 自 主贡献 目标
”

的 自愿减排机制能否实现全球 ２
°

Ｃ 目标及对各国碳配额会产生怎样

的影响 ，
国内外学者从理论和实证层面继续进行了 分析 。 王利 宁等 （

２０ １５
）

？ 探讨了不同排

放路径、 基准情景 、 分配 方案及方案关键参数 的选择对各 国 碳配额 的影响 。 潘 勋章等

（
２０１ ５

）

？ 以国际社会当前主要分配方案为基础 ， 研究了２
°

Ｃ温升 目标下中 国 ２０ １ １

—

２０５０ 年间

排放配额 ， 认为为维护合理的排放权益 ， 中国必须坚持对历史排放的完整追溯 。 对于如何提

高未来全球气候治理的成效 ， 学术界也进行了探讨 。 李昕蕾 （
２０ １ ５

）

？ 引入公共经济学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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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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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田慧芳 （ ２ ０ １ ５ ） ：
“

囯际气候治理机制 的演变与趋势与 中 囯责任
”

， 《经济纵横》 ， 第 １２ 期 。

③ 王利宁 、 陈文颖 （
２ ０ １ ５

） ：
“

全球 ２Ｔ： 升温 目标下各囯碳配额的不确定性分析
”

，
《 中 囯人 口 、 资源与

环境》 ， 第 ６ 期 。

④ 潘勋章 、 滕飞 （
２ ０ １５

） ：
“

２Ｔ ： 温升 目标下 中 囯排放配额分析
”

，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 第 ６ 期 。

⑤ 李昕蕾 （ ２ ０ １ ５ ） ：
“

跨囯城市网络在全球气候治理中 的行动逻辑 ： 基于 囯 际公共产品供给
‘

自 主治

理
’

的视角
”

， 《 囯际观察 》 ， 第 ５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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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主治理
”

理论 ， 分析了跨国城市 网络如何通过多 中心治理模式和社会资本 网络化 ， 为气

候公共产品 的持续供给提供动力 。 Ｔｉａｎ＆Ｗａｌ ｌｅ
ｙ（

２〇 １ ５
）

① 建立一个 Ａｒｍｉｎ
ｇ ｔｏｎ 式贸易一气候

扩展模型 ， 模拟分析将国际贸易机制与 国际气候机制融合起来 ， 模拟分析贸易措施或者激励

性的资金转移支付措施对国际减排合作及成效的影响 。 李慧明 （
２０ １５

）

？ 认为制度碎片化和

领导缺失 已经成为影响全球气候治理成效的重要 因素 ， 提高成效需要方向型 、 理念型和手段

型国际领导 ， 即
一

种基于多边主义理念下的 国际气候制度而形成的绿色国 际合作领导 。

（
３

） 低碳经济转型路径

中 国经济的低碳转型是国 内研究的另
一

个聚集点 。 张国兴等 （
２０ １５

）

？ 对我 国节能减排

政策中不同政策措施协同和政策 目标协 同的协 同状况及政府对其的使用状况进行了分析 。 鉴

于省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产业空 间分布上的不均衡导致碳减排效率变动存在很大的差异 ，

陆铭等 （
２０ １４

）

？ 研究了城市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对工业减排的影响 。 魏楚 （
２０ １４

）

？ 选择

了 中国 １０４ 个地级市 ２ ００ １

—２ ００８ 年的投入产出数据对 Ｃ０
２ 边际减排成本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定

量分析 。 于洋等 （
２０ １５

）

？ 基于
“

单位 ＧＤＰ 能耗
”

的碳源量计算方法
，
对中 国 ２９ 个省 的碳

源量进行了研究 ， 提出了
“

省际间碳排放补偿制度
”

。 刘丙泉等 （
２０１ ５

）

？ 应用环境生产技术

构建基于虚拟包络面的统
一

技术前沿下碳排放效率评估模型 ， 考察了２００８
—２０ １ ３ 年我 国 ２８

个省份在发展视角 、 减排视角和协调发展视角下的碳排放效率变化 。 张海滨 （
２０ １ ５

）

？ 研究

了气候变化对中 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 提 出中 国不仅应该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 ，
还应该将其置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框架下统筹规划 。

五 、 其他重要领域的治理

完善公司治理和中小企业融资是推动经济増长的重要举措 ， 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率 。 公司

治理近年来
一

直是 Ｇ２ ０ 议程上的重要议题 ， 并取得 了重要进展 ，

２０ １ ５ 年土耳其 Ｇ２０ 峰会上核

准通过的 《
Ｇ２ 〇／ＯＥ⑶ 公司治理原则 》 以及 《

Ｇ２〇／ＯＥ⑶ 中小企业融资高级别原则 》 ， 为全

球范围 内的公司治理提供了 方向 。 学术界对公司治理的研究也
一

直非 常关注 。 王化成等

①Ｔｉ ａｎ
，Ｈ ．＆Ｗｈ ａｌｌ ｅ

ｙ ，Ｊ ．（ ２０ １ ５ ） ．Ｄ ｅｖｅ ｌｏ
ｐ

ｉｎ
ｇ

ｃｏｕｎ ｔｒｉｅ ｓａｎｄ ｔｈ ｅＵＮＦＣＣ Ｃｐｒｏｃｅ ｓｓ
 ：ｓｏｍｅｓ ｉｍｕ ｌａｔ ｉｏｎｆｒｏｍ

ａｎ Ａｒｍｉ ｎｔｏｎ
ｇ

ｅｘｔ ｅｎｄｅｄｃ ｌ
ｉｍａｔｅｍ ｏｄ ｅ

ｌ
． Ｃｌ

ｉｍａ ｔｅＣｈａ ｎｇｅ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ｓ
，Ｖｏ

ｌ６ ．

② 李慧明 （ ２０ １ ５ ） ：
“

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时代的 囯际领导及中 囯 的战 略选择
”

， 《 当代亚太》 ， 第

４ 期 。

③ 张囯兴、 高秀林、 汪应洛、 郭菊娥 （ ２０ １ ５ ） ：
“

我囯节能减排政策协同的有效性研究 ：
１ ９９７ ２０ １ １

”

，

《管理评论》 ， 第 １２ 期 。

④ 陆铭 、 冯皓 （
２０ １ ４

） ：
“

集聚 与减排 ： 城市规模差距影响工业污染强度的经验研究
”

，
《世界经济》

，

第 ７ 期 。

⑤ 魏楚 （ ２０ １ ４ ） ：
“

中 囯城市 Ｃ ０
２
边际减排成本及其影响因素

”

， 《世界经济》 ， 第 ７ 期 。

？ 于洋 、 杨帆 、 杨光 （
２０ １ ５

） ：
“

中 囯省域碳源 、 碳汇量和减排补偿制度
”

，
《 资源开发与市场》

，
第 １ ２

期 。

？ 刘丙泉 、 尚梦芳
，
马 占新 （

２０ １ ５
） ：

“

碳排放效率 、 发展成本与碳减排成本研究 基于虚拟包络面

的统一技术前沿
”

， 《华东经济管理 》 ， 第 １ ２ 期 。

⑧ 张海滨 （
２０ １ ５

） ：
“

气候变化对中 囯 囯家安全的影响
”

，
《 囯际政治研究》

，
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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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 ５

）

① 发现 ， 随着第
一

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 ， 未来股价崩盘风险显著下降 ，
这是对

“

监

督效应
”

和
“

更少掏空效应
”

的支持 。 李文贵和余明桂 （
２０ １５

）

？ 探讨了在混合所有制的背

景下 民营化企业的股权结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 发现非 国有股权比例与民营化企业的创新活

动显著正相关 。 在代理成本方面 ， 梁上坤等 （
２０ １５

）

？ 关注了 中 国制度背景下大股东与管理

层的利益冲突问题 ， 认为资金 占用会激化大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冲突 ， 大股东资金占用越多 ，

管理层人员变更的可能性越大 。 在高管激励方面 ，
王琨和徐艳萍 （

２０ １５
）
？ 研究了家族成员

高管和非家族成员高管的薪酬契约差异及其对企业未来业绩的影响 。 研究结果表明 ， 相 比非

家族成员高管 ， 家族成员高管能够获得更高的现金薪酬 ，
而家族成员高管获得超额薪酬对企

业未来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均存在显著的负 向影响 。 在董事会作用方面 ， 陆正飞和胡诗阳

（
２０１ ５

）

？ 考察了董事会中独立董事 、 非执行董事和执行董事等三种不同类别董事之间 的相互

关系 以及董事会规模和非执行董事的相关关系 。 在公司 治理外部环境方面 ， 鲁桐 和党印

（
２０１ ５

）

？ 则考察了 国家层面的投资者保护环境和行政环境对
一

国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 。 发现
一

国法律对投资者权利保护越好 ， 则技术创新 的资金投入和人员投入也越多 ，
以专利形式衡

量的创新产业也越多 。 谭松涛等 （
２ ０１ ５

）

？ 考察 了媒体报道对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影响 ， 认为

媒体对上市公司关注度的提升能够对财务信息透 明度较差的公司产生显著影响 。 谭松涛和崔

小勇 （
２０ １５

）

？ 考察了投资机构对上市公司 的调研行为对分析师预测精度的影响 。 其研究表

明
，
投资机构对上市公司 的实地调研増大了分析师预测的乐观度

，
降低了分析师预测精度 。

互联 网治理是近年来全球治理中的新兴领域 。 治理的实质是为应对互联网全球性 问题而

采取的 由多元行为体合作提供全球公共物 品的集体行动机制？ 。 当前的全球联 网治理制度与

组织正处于转型中 。 ２０ １３ 年的
“

棱镜 门
”

事件表明互联 网治理已经 由单纯的 网络空间 向政

治 、 经济扩展 。 发展中 国家如何参与治理进程是全球互联网治理研究中的重要方面 。 近年来 ，

随着 中国逐渐从互联网大国向互联网强 国转变 ， 中 国学者对互联 网治理问题的关注也空前提

高
， 围绕互联 网治理原则 、 模式及制度构建等展开研究 。 王明 国 （

２０ １５
）

？ 认为全球互联 网

治理机制具有多元 、 多层次的动态特征 ，
既包括全球层面上的治理 ，

也包括区域和双边层面

的治理 。 全球互联 网治理制度重构应该从观念层面 、 法律层面和具体组织层面进行综合性

治理 。

①王化成 、 曹丰 、 叶康涛 （
２０ １５

） ：
“

监督还是掏空 ： 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价崩 盘风险
”

，
《 管理世

界》 ， 第 ２ 期 。

② 李文贵 、 余明桂 （
２ ０ １ ５

） ：
“

民营化企业的股权结构与企业创新
”

，
《管理世界》

，
第 ４ 期 。

③ 梁上坤 、 陈冬华 （ ２ ０ １ ５ ） ：
“

大股东会侵犯管理层吗 ？ 来 自 资金 占用 与管理层人员变更 的经验

证
”

，
《金融研究》

，
第 ３ 期 。

④ 王琨、 徐艳萍 （ ２ ０ １５ ） ：
“

家族企业高管性质与薪＿研究
”

， 《 南开管理评论》 ， 第 ４ 期 。

⑤ 陆正飞 、 胡诗阳 （
２ ０ １ ５

） ：
“

股东 经理代理冲突 与非执行董事的治理作用
”

， 《管理世界》 ， 第 １

期 。

？ 鲁桐 、 党印 （
２ ０ １５

） ：
“

投资者保护 、 行政环境与 技术创新 ：
跨 囯经验证据

”

，
《 世界经济》

，
第 １ ０

期 。

？ 谭松涛 、 甘顺利 、 阚烁 （
２ ０ １５

） ：
“

媒体报道能够降低分析师预测偏差吗 ？

”

，
《金融研究》

，
第 ５ 期 。

⑧ 谭松涛 、 崔小勇 （ ２ ０ １ ５ ） ：
“

上市公司调研能否提高分析师预测精度
”

， 《 世界经济》 ， 第 ４ 期 。

⑨ 王 明 囯 （
２ ０ １５

） ：
“

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模式变迁、 制度逻辑与重构路径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第 ３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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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劳工治理近年来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
２００ ８ 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深刻暴露了西方发

达工业国家内部严重的社会经济不平等 ， 以英国和法 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劳工运动

的再次兴起
，
劳工问题可以说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 。 劳工问题的治理不仅需要工业化国家各

自 的努力
，
而且需要工业化国家的共同合作

，
逐渐形成系统性的全球劳工治理框架 。 汪仕凯

（
２ ０１ ５

）

？ 从劳动力商品化、 劳工抗争的影响因素 、 利润危机等多角度 系统研究了全球劳工治

理的核心议题和实践机制
，
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

，

全球劳工治理必须即 以建立平等 、 包容 、 发

展的全球劳工治理框架为 目标 ， 从观念变革 、 创设国际机构 、 重置国际规则 、 更新治理机制

等四方面建立全球劳工治理新框架 ，
逐步改变西方主导全球劳工治理的格局 。

六 、 结论

对 ２０ １ ５ 年主要期刊和智库研究报告文献的归纳汇总大致勾勒 出 ２０ １５ 年全球治理 ， 尤其

是全球经济治理研究的基本方向和主要观点 。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全球治理成为

一

个独立的研究主题被学术界所广泛 。 并随着研究的深入 ，
全球治理研究逐渐从

一

个单学科

的范畴向跨学科范畴转变 ， 与经济学 、 政治学 、 管理学 、 甚至 自然科学等学科 日益交叉融合 。

但学术研究的 目 的无非是两个 ：

一方面不断重 申 全球治理的现实重要性 ，
通过理论框架和经

验分析等为推动全球协 同治理建言献策 ； 另
一

方面对全球治理秩序和治理机制等不断进行反

思 ， 以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 ， 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创新 。 尤其 ２０ １５ 年 ２０３０

发展议程的出台 ， 给全球经济治理带来了新气象 。 无论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 ， 改革和创新

全球治理机制的共识都在不断增强 ， 目标不同 、 范围各异的治理领域也都经历着不 同程度 的

创建 、 改建甚至重建过程 。

全球和区域治理的现状决定了未来全球的治理模式将是
“

区域与全球机制的协 同治理
”

，

即治理网络中的多元主体协调合作 ，
相互依存 、 共同行动 、 共担风险

，
促进有序治理结构 的

形成？ 。 各国之间 的博弈 已不仅仅限于某一个具体问题 ，
而是开始向 国 际利益格局的重塑和

国际决策话语权的争夺延伸 。 随着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的提升 ， 中 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所承担

的 国际责任也将越来越与发达国家趋 同 ， 中国需要对此有清醒认识 ，
意识到参与全球治理 ，

既是 中国 的战略挑战 ，
也是中 国的战略资源 。 中 国需要加快国 内改革步伐 ， 提升国家治理能

力的现代化水平 ， 同时在国际舞台上更主动谋求与 自身实力相当 的地位 ， 加快以 Ｇ２０ 机制化

为重点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 并通过多边 、 区域 、 双边等层面 ， 代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 国

家的利益 ， 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的利益诉求 ， 推进全球治理规则的完善 ， 在全球治理

规则建设中发挥核心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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