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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４ 年全球经济治理学综述

黄薇 吴国鼎

全球经济治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 ， 顺应世界发展趋势而提 出 的 旨在对全球经济事务进行

共同管理的学科 。 全球化带动世界进入了一种新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 即一种 以全球广泛

参与 、 国家共同治理为核心 的新型体系 。
？ 全球经济治理正在从霸权治理向合作治理迈进 。

经济的全球化程度提升对各 国在全球层面加强经济领域的协调与合作 、 建立全球性经济运行

规范提出 了更高要求 。 现阶段 ， 在全球经济治理定义 以及所涵盖的 内容等诸多领域 尚 未形成

统
一

意见 ，
全球经济治理实践也仍处于探索过程 中 。

本综述涉及 １ １ ０ 多篇 国内外学术期刊？及全球主要智库的研究成果 ， 分别从五个方面对

全球经济治理领域重要文献进行综述 ： 首先是全球经济治理宏观层面的时代背景与发展实践 ，

该部分涉及国际经济格局与全球权力格局变化的研究 、 全球经济治理主体的时代特征研究 、

全球经济治理的规范研究以及与公共选择相关的公共产 品供给与合作博弈研究 。 后面四个方

面则为全球经济治理中核心议题领域的研究 ， 包括经济増长治理 、 货币金融治理 、 贸易投资

治理以及其他重点领域的治理 。 这 四个议题也是近年来二十国集团经济治理关注的主要方向 。

如果从权威期刊以及国际重要智库发表的文献数量来看 ， 研究热度最为集中 的三个方面依次

为 ： 全球货币金融治理 （
３０ 篇文献 ） 、 全球经济治理发展与实践 （

２５ 篇文献 ） 、 国 际贸易与

投资治理 （
２５ 篇文献 ） 。

一

、 全球经济治理的 时代背景与发展实践

（

一

） 国际体系 向着扁平化方 向发展

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始 ， 国 际体系大致经历了 四次大转型 ： 由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向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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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体制 比较 》 、《马 克

思主义研究》 、 《 当代亚太》 、 《欧洲研究 》 、 《财贸经济》 、 《 国际贸易 问题 》 、 《南开经济研究》 、 《数量经济技

术经济研究》 、 《 国际经济评论》 、 《 国际金融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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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纳体系的转型 ， 维也纳体系 向凡尔赛 －华盛顿体系 的转型 ， 凡尔赛
一

华盛顿体系向雅尔塔

体系的转型以及冷战结束以来的最近
一次转型 。 纵观历次国际体系转型 ，

每一次转型都意味

着权力在体系 内部各行为体之间的重新分配、 国际机制的重大调整以及体系 内行为体数量和

性质的改变 。
？ 从长时间尺度而言 ， 国际体系转型体现出 三个明显趋势 ： 国际体系行为体趋

向多元
， 国际体系覆盖领域不断拓展 ， 国际体系的联 系程度不断增强 。 国际体系 的转型越来

越复杂
，
表现为传统权力逻辑的掣肘越来越多 ，

权力结构的扁平化趋势明显 ， 国 际体系的规

制能力不断增强 。

１ ． 全球经济格局变化领先于经济权力格局
全球经济格局在 ２ １ 世纪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 ，

发展 中国家在世界总收入、 出 口增加额 以

及国 际资本流动中 的比重持续上升 。
？ 这些现象引 申 出来的

一

个简单推论是经济权力格局也

在同步变化 。 然而 ，
经济格局 的变化与经济权力格局 的变化并不完全

一

致 。 经济学理论中 的

经济权力通常意味着拥有能够影响市场运转的能力和决定商品价格的能力 。
Ａ
ｇａ

ｒｗａｌ＆Ｓａｍ ａｎ
－

ｔａ （
２〇Ｍ

） 对 ２〇 个反映经济权力不同维度的指标进行加总处理并建立 了衡量经济权力的新指

标 。 依据这些指标的表现 ， 他们认为世界经济权力并没有发生重大转移 。 例如 １９９ ０ 至 ２００ ５

年主要国家经济权力排名并无重大变化 （只有中 国前进了 ９ 个位次 ， 韩 国 和以色列上升了 ４

个位次
，
加拿大下 降 ５ 个位次 ） ，

２０ ０９ 年的经济权力指标排名与之前亦无明显变化 。 而且 ，

尽管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与美 国的位次越来越接近 ， 但接近的速度越来越慢 ， 而且

在 １ ９８２ 年之后几乎陷入停滞 。
？

随着 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 世界经济格局正从传统的
“

中心 外围结构
”

走向
“

双

循环结构
”

。 即 以发达国家为中心 的循环和以 中 国等新兴大国为 中心 的新循环 ， 新旧循环并

存的结构 。 王跃生 、 马相东 （
２０ １ ４

） 认为这种双循环结构既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平衡和可持续

发展 ，
也有利于中 国经济的转型升级的实现 。 中 国应大力开展发展 中国家之间的

“

新南南合

作
”

， 通过贸易 、 投资 、 金融 、 产业 、 区域
一

体化等合作形式促进新循环的发展 。
？ 李晓 、 李

俊久 （
２０ １４

） 发现现阶段东亚权力转移具有明显的
“

混沌
”

特征 ： 单个国家通过逐次崛起或

许在某个领域拥有
一些相对优势 ，

但没有任何
一

个国家能确保在所有 的权力结构中均拥有决

定性的权力优势 ， 更未达到可以从根本上扭转美 国在该地区权力优势 的程度 。 文章还认为 ，

就性质而言 ，
东亚地区 内的权力转移是个别 国家在美元体系 内的地位提升现象 。

？

２
． 结盟有助于增强全球经济治理影响力

除了 国家间 的权力角逐 ， 国家或者其他组织也可以通过结成联盟来增强治理的影响力 。

①唐永胜 ， 李冬伟 （ ２ ０ １４ ） ：
“

国际体系变迁与 中 国 国家安全战略筹划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第 １ ２

期 。

② １ ９６ ５ １９ ７３ 年间
，
发展 中 国家占世界总收人増加额的 比重不到 １ ３％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
这一比重上

升到 ２５％ 。
２ ０００ ２００７ 年间

，
这一份额进一步上升到 ４０％ 。 金融危机期 间世界收人的増加几乎全部 由发展

中 国家贡献 。 发展 中 国家向发展 中 国家出 口份额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４６％ 上升到 ２０ １ １ 年的 ５５％ 。 发展中 国家 ＦＤ Ｉ 资

本流人由 ２００７ 年的 ２６ ．９％ 上升到 ２ ００９ 年的 ４２． ９ ％ ，ＦＤ Ｉ 资本流 出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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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王跃生 、 马相东 （ ２ ０ １４ ） ：
“

全球经济
‘

双循环
’

与
‘

新南南合作
’ ”

， 《 国际经济评论》 ， 第 ２ 期 。

⑤ 李晓 、 李俊久 （
２ ０ １４

） ：
“

美元体系 内 的东亚权力转移 ： 性质及前景
”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第 １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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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盟有两个基本功能 ： 威慑对手与援助盟友 。 联盟机制的作用也体现在两个方面 ：

一

方面通

过复杂的机制设计来提高盟友的背叛成本 ，
另一方面通过发 出有代价的信号来威慑对手的 冒

险行为 。 尽管 国家设置更紧密联盟机制的 目 的在于提髙联盟的可靠性 ，
但是 由于 国家在联盟

中的成本与收益 以 及降低成本的能力存在差异 ， 使得联盟机制 的影 响变得复 杂且有条件

限制 。
？

联盟维持与瓦解主要取决于三个主要 因素 ： 战略利益 、 实力关系 和国 内秩序兼容性 。 共

同战略利益的存在对联盟的维持有着重要意义 。 国家实力的相对关系则影响着各 国对于结盟

合作价值和战略利益的认知 。 而国 内秩序的兼容性则塑造了联盟 的可靠性以及对于战略利益

的认知 。 基于 以上分析
，
宋伟 、 宋卓如 （

２０ １４
） 考察了美 日 联盟 、 美欧联盟和苏南联盟三个

代表性的案例 ， 分析了这些联盟维持 、 加强以 及瓦解 的原 因 。
？ 从联盟身份认同 的角度 ， 有

研究发现联盟成员的身份有助于形成团 队合作意识 ，
只要这种身份不会与潜在的经济考量相

冲突 。 当集团成员的身份和经济影 响确定的情况下 ， 高资质的集 团参与者将有助于形成相互

的吸引 力 ， 而开展团 队建设活动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成员的贡献水平 。
？ 合作伙伴背景文化

传统的多样化和复杂性会给多样化成员构成的集团合作带来了挑战 ，
这也是 目前全球经济治

理所面临 的现实条件 。 然而 ，
以美 国高校在校生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表明伦理道德等碎片式

的身份认同感所带来的合作动力要远小于在校生身份所带来的合作动力 。 这
一

发现说明相对

于以正义为基础的抽象性合作而言 ， 结盟对于联盟存续的贡献可能更加稳健 。
④

（ 二 ） 全球经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发展

１
． 区域经济治理能力影响其全球经济治理能力
在 国际体系转型时期 ，

区域型治理主体的重要性逐步增强 。 作为区域治理的典范 ， 欧盟

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实践 已经逐步超越 了单纯的结构建设 ，
开始迈 向

一

套新的兼具内生性、

整体性和综合性为特色的区域发展政策集合 。 而这些政策集合的评鉴、 导向 和建构功能保障

了欧盟区域协调发展治理的实现 。
⑤ 叶江 （

２０ １ ４
） 通过考察欧盟 的知识精英与政治 精英对全

球经济治理理念的理解 ， 认为欧洲
一体化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和实践有着很高 的契合度 。

欧盟从其 自身利益出发
，
依据 自身 的经验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

以期在当前国际体系的转

型过程 中增强影响力 ， 并在全球化世界中扮演领导者角色 。
？

①董柞壮 （ ２ ０ １４ ） ：
“

联盟类型 、 机制设置与联盟可靠性
”

， 《 当代亚太》 ， 第 １ 期 。

② 宋伟 、 宋卓如 （
２ ０ １４

） ：
“

联盟的维持与 瓦解 ： 理论分析与案例检验
”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第 １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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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喻锋 、 孙卓忻 （ ２ ０ １４ ） ：
“

区域治理如何成为可能 ： 以欧盟聚合政策 （
２ ００７ ２０ １ ３ 年 ） 评价为例

”

，

《
经济社会体制 比较 》 ， 第 ３ 期 。

⑥ 叶江 （
２ ０ １４

） ：
“

试论欧盟的全球治理理念、 实践及影响 基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分析
”

， 《欧洲研

究》 ， 第 ３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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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经济治理主体的多层级 、 网络化合作趋势

尽管全球治理近年来出现全球性减弱而地域性和 国家性增强 的现象 ，
但是这并不意 味着

全球治理出现倒退或反转 。 全球化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基础 ，
与其相适应的全球经济治理

并没有丧失规范上的合法性 。 在实践层面上
，

全球各地区协 同治理依然是 国际政治的主流趋

势 。 虽然政府角色仍然不可替代 ，
但是超 国家 、 区域 、 次国家 、 非政府组织乃至个体等治理

层级责任 已经嵌入到全球经济治理活动之中 ，
各类开放型公共政策的演化依然发挥着不可或

缺的权能承接 、 关系协调和功能转化作用 。

区域 间主义作为特定国际区域之间制度化的关系和 国际关系 中的
一

种新现象 ，
已在区域 、

跨区域和全球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并成为多层次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郑先武

（
２０ １４

） 认为 ，
区域间治理的核心行为体 、 基础条件和可能路径之间 的相互影 响和相互作用 ，

共同构成区域间治理研究的
一

种综合分析框架 。
？

３
． 小行为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 的有效发展途径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不只有大国或者其他的大行为体 ，

还包括很多小行为体 。 二战结束

后 ， 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 ， 非政府组织等小行为体得到空前发展 。 它们广泛地参与各

种国 际组织的活动 ， 在 国际社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刘宏松和钱力 （
２０ １４

） 讨论了决

定非政府组织影响力的关键变量 ， 并解释了非政府组织在不 同 国际组织 中影响力存在差异 的

现象 。 其研究表明 ， 非政府组织只有在其议题与国 际组织的议题契合度高而且其本身属于服

务型组织 的前提下 ， 才能够通过与 国家合作在国 际组织中起作用 。
？ 从亚信会议和东盟地区

论坛的经验出发 ， 魏玲 （
２ ０１ ４

） 认为在大国战略互信缺失 、 地区安全机制不足的情况下 ， 小

行为体建立并主导 国际制度主要依赖的三条路径为 ： 规范制度 、 网络权力与过程实践 。 小行

为体通过将相关大行为体织入以 自 我为中心的制度化网络 中 ， 来获得大 国认同并获取制度化

网络的权力 。 换言之
，
小行为体通过规范的本地化和过程的多重化来实现其制度化权力 。

？

（ 三 ） 全球经济治理范式的研究

１ ． 国际规范的形成与其更替发展
全球治理必须在

一

定的国际规范下进行 。 国际规范通常以两种方式形成 ： 要么采取
一

般

性的理论规范作为指导 ，
要么采用特殊案例做类 比探讨 。 而采取哪种规范形成方式 ，

通常取

决于问题的复杂程度 。 简单明 了的现实问题容易形成理论规范式的治理形式 ， 而复杂问题的

治理则会更倾向于采用类 比方式 。 不过 ， 当治理参与者数 目较多时 ，
无论问题的复杂程度如

何 ，
运用理论达成

一

致性的可能性更大 。 这也是诸多社会规范形成的主要模式 。
？
由 于 国际

道德价值观的演变 ， 引发了当代国际规范的更替 问题 。 冷战后 ， 日益泛化的安全概念和相应

①郑先武 （ ２ ０ １４ ） ：
“

区域间治理模式论析
”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第 １ １ 期 。

② 刘宏松 、 钱力 （
２ ０ １４

） ：
“

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组织 中影响力的决定性 因素
”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第

６ 期 。

③ 魏玲 （ ２ ０ １４ ） ：
“

小行为体与国际制度 亚信会议、 东盟地区论坛与亚洲安全
”

， 《世界经济与政

治 》 ， 第 ５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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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化操作对此更替起到了 推波助澜的作用 。 潘亚玲 （
２ ０１ ４

） 指出 ， 中国需要明确 自 身在

当前国际规范更替进程 中 的定位 ，
进 而全面界定 自 身对于国 际规范更替的总体战略和具体

策略 。
？

２
． 国际法治与国 内法治 、 国家利益之间的互动关系
作为全球治理和国 内治理规范层面的

一

种体现 ， 国际法治和国 内法治在观念、 定位 、 功

能等方面存在差异 。 国际法治和国 内法治两者相互依存 ， 并藉由
“

良法
”

和
“

善治
”

两大法

治核心要素实现有效衔接 。 而两者 间持续的互动则是 国 内法治 与 国 际法治统
一

性的基本

体现 。
②

国家利益和国际法体系之间存在相互的影响关系 ，
这种关系与国 际法的

“

道德进化
”

以

及 国际法 自身 的
“

国家合意之法
”

体现程度紧密联系在
一

起 。 国际法是大国 间利益均衡的结

果 ， 也是小国保护其
“

生存权
”

与
“

发展权
”

的主要工具 。
③ 中 国与亚非国 家共同提出 的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
在国 际法进化过程 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 ，

也是战后新兴

国家对新型 国际关系法律基础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 。 这些原则是体现新型国 际关系共性的 国

际法知识体系 ， 其与联合国所致力建设的 国际和平 目标
一

致 。 同 时 ，
这些原则也是 中国 以及

世界上爱好和平的 国家共同引领世界走 向和平发展、 和谐共生道路的基本价值准则 。
？

（ 四 ） 促进全球经济治理的机制性研究

１
． 促进公共产品供给的机制体制保障
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是提供全球性的公共产品 。 过去的研究 已经指 出公地悲剧可以通过

动态博弈的大众定理来解决 。 最近的研究进
一步表明

，
博弈均衡的实现其实与竞争的激烈程

度有关 。 在相对充裕的资源条件下 ，
不合作的开发也能实现均衡 ； 而在资源稀缺时 ，

这种开

发方式则会很快引致冲突 。 这种冲突即便不会浪费资源 ，
也会降低参与者的效用水平 。

？ 公

共产品的持续稳定供给 ， 需要保障
一

定水平的 自 愿贡献 ， 并设立相应的惩罚机制 。 对惩罚机

制的实证比较研究显示 ， 对全体秩序违反者的制裁收益将等于或小于仅仅对最恶劣的违反者

实施制裁 ， 即后者的惩罚效果可能更好 。 而且 ， 个体成员在立法制裁 （正式的 ） 和社会规范

（非正式的 ） 的影响下 ， 会愿意去遵守这种非威慑性的制裁规则 。
？ 作为新兴全球大国 ， 中 国

对全球公共品 的需求特点和供给能力上 ， 与既有大国相 比仍存在较大差异 。 为了在全球经济

治理领域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 中 国既要增强 自 身提供公共产 品 的能力 ， 同 时也要进
一

步加

大与国际社会的对接 ， 使中 国经济体制更能适应参与制订全球规则 的需要 ， 提升 中 国对全球

①潘亚玲 （
２ ０ １４

） ：
“

国际规范更替的逻辑与 中 国应对
”

， 《世界经济与政冶 》 ， 第 ４ 期 。

② 赵骏 （
２ ０ １４

） ：
“

全球治理视野下的 国际法治与 国 内法治
”

， 《中 国社会科学 》 ， 第 １ ０ 期 。

③ 刘 志云 （ ２ ０ １４ ） ：
“

论国家利益与 国际法的关系演变
”

， 《世界经济与政冶 》 ， 第 ５ 期 。

④ 苏长和 （
２０ １４

） ：
“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 中 国 国际法理论体系 的思索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第 ６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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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９

公共品的供给能力 。
？

２ ． 提升决策效率的有效投票机制研究

由于并不存在超国家的世界政府 ， 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 中 的决策通常采取
一

致同意 的方

式
，
此外也常采用 以多数票为基础 的投票方式 。 例如

，
在 目前主要国际经济组织中 ，

投票权

成为国家政治权力 的体现形式 。 但是 ， 在对先验投票权力指数测算结果 比较之后 ． 可以发现

实际决策权力不仅决定于投票权的分配情况 ， 而且也决定于投票程序设计是否有助于形成集

体行动 。
？ Ｍ ａｓｕｄａ 等 （

２ 〇１ ４
） 介绍 了在公共产 品提供决策 中 的最小 同意机制 （

Ｍ ｉｎ ｉｍｕｍＡ
ｐ

？

ｐ
ｒｏｖａｌＭ ｅｃｈａｎｉ ｓｍ

，ＭＡＭ ） 。该机制分为两步骤
： 首先 ， 每个投票参与者 同 时且独立做出 自 己

的选择 ； 然后 ， 投票者 同时决定是否同意其他选项 。 如果所有投票者均同意 ， 则最终结果就

是该选项 ；
如果意见不 同 ， 则投票者只对首轮选择给予最小贡献 。 该机制实现了多重解决方

案中 的帕累托最优 ， 同时还具有三个特性 ： 直接性、 志愿性和单调性 。
？

理论而言 ，
经济治理主体可以通过投票活动有效率地产生最佳的治理方案 ，

但是由 于政

治因素的存在 ，
不 同的投票规则将导致非常不 同的投票结果 。 通过对义务投票行为和 自 愿投

票行为静态参数模型的 比较 ， 研究者发现投票者在不 同性质的投票活动 中其投票与真实意愿

的
一

致性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 在不允许弃权的无成本义务投票活动 中 ， 投票行为往往是战略

性的 ， 并不能反映投票者的真实投票愿望 。 在 自 愿投票且有成本的投票活动 中 ， 投票行为往

往反映着投票者的真实意愿 。 而在 自愿投票但没有成本的投票活动 中 ， 只有当投票结果实现

了帕累托最优均衡时 ， 投票者的投票行为是反映着投票者的真实意愿 。
？

二 、 全球经济治理之经济增长治理

（

一

） 经济全球化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１
． 开放经济体经济增长表现更佳 、 经济 同步性更显著
在当今世界 ，

全球化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 而是和政治稳定 、 社会进步以及发展质量

等问题有着紧密联系 。 在对全球 １ ２８ 个经济体在 １ ９７５ ２ ０１ ２ 年相关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后 ，
张

中元 （
２０ １４

） 发现 ：

一个经济体的经济 、 社会以及政治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均会显著地促进经

济增长 ， 其中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 明显 。 而全球化与政治稳定性在促进经济增长方

面存在着替代效应 ： 对于封闭经济体而言 ， 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非常显著 ； 对于

开放经济体而言 ， 由于不同利益团体可以在全球范 围内获取资源 、 实现利益 ，
因此经济增长

①裴长洪 （
２ ０ １４

） ：
“

全球经济治理 、 公共品与 中 国扩大开放
”

， 《 经济研究》 ， 第 ３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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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稳定性的依赖相对较少 。
？ 如果把国家根据经济发展程度分为高收入 ＯＥ ＣＤ 国家 、 高

收入非 ＯＥＣ Ｄ 国家 ，
上 中等收入、 低 中等收入以及低收入等五组

，

Ｌｏｕｉ ｓ＆Ｓ
ｉ
ｍｏｎ ｓ（

２〇Ｍ
） 发

现世界经济衰退或扩张对于相同发展程度的 国家的影 响类似 ， 即 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并

不会影响这些 国家经济周期的 同步性 。
？ 依据 以贸易指标和对外证券投资指标为基础构造的

经济联系紧密指数 ，
金 中夏 、 李良松 （

２０ １ ４
） 将 Ｇ２ ０ 的 １ ９ 个成员 国划分为美 国集 团 、 欧洲

集团 、 英联邦集团和亚太集团 。 这些不同集 团 内部成员 国之间 的经济联系不 同 ， 发达国 家之

间呈现更强的经济联系 。 尽管中国 的影响力正在逐渐提升 ， 但为了进
一

步提升在 Ｇ２０ 中 的影

响力还需要提升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能力并进
一

步开放 国内资本市场 。
？

２
． 全球经济外溢性增强要求更好地进行国家间经济政策协调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

曾 出现过国际经济政策协调 。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 以及区域 内

协作的 日益增多 ， 过去几十年中各 国宏观经济政策协 同性大大提升 ，
经济政策 的外溢性得到

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 然而 ， 尽管学者 已在理论上证明 了协作能够给所有参与者带来好处 ，
但

是在 ２０ 世纪 ８ ０ 年代的实证文献指出跨 国的溢 出效应非 常有限 ，
且效应大小取决于各国 的政

策选择 。 由于 国际经贸和金融
一

体化程度的提升 ，
近期的迹象则表明跨国效应其实十分显著 。

实践中 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效果不佳的主要原 因在于经济政策外溢效果的规模和利弊评估难以

形成共识 。
？ 现有的理论模型通常聚焦在

一

国 经济政策对于本国 经济的影 响 ， 而对于外部经

济的产出影响的关注不足 。 Ｂａ
ｙ
ｏｕｍｉ（

２０ １４
） 认为在相对同质的国家间宜采取基于规则制定的

技术型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合作 ， 而在异质性 国家间且政治含义较高 的合作 中 ， 则最好采用事

后评估 、 相机抉择的方式 。
？

（ 二 ） 关于长期经济增长停滞的讨论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
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各种经济治理手段和国 际

政策协调措施来提振全球经济 。 但是全球经济依然处于缓慢复苏 的进程 中 。 发达经济体经济

表现虽然有所好转 ，
但仍未完全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 。 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结构桎梏导致其

经济长期增长动力缺失 ， 再加上这些经济体国际货币权力 的缺乏 以及金融市场的不完善 ，
使

其遭遇短期金融冲击的风险上升 。 Ｓｃｈ ａｃｈ ｔｅ ｒ（
２０ １ ４

） 列出 了 全球经济稳定面临 的六大挑战 ：

中 国内部经济的脆弱性 、 美 国缺乏约束的财政政策 、 新兴经济体的结构性缺陷 、 欧元区复苏

与改革的停滞 、 传统国际金融组织影响力减弱 同时非代表性国 际金融组织不断增加 、 全球经

①张 中元 （ ２ ０ １４ ） ：
“

论全球化 、 政治稳定性对经济増长的影响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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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失衡 。
？

第八篇 全球经济治理学 ■
５６１

１ ． 长期经济增长停滞的现象与原因
更加令人棘手的问题可能是长期经济增长停滞的 阴影 。 现阶段对于长期停滞 问题的讨论

并未形成一致看法 ， 有的学者重视十年以上的长期经济缓慢增长 ， 有些学者则更关注金融抑

制问题 。
？ 长期停滞 的定义之

一

是只有通过负的实 际利率才能实现储蓄投资的均衡 ， 才能实

现充分就业 。

“

长期停滞假说
”

发现 了新古典和传统理论的不足？
。 近来有迹象表明 ，

长期停

滞将在美欧蔓延 。 当存在低通胀和政策利率零下限时 ， 长期停滞将使得经济难以实现充分就

业 。 美国 的 ＧＤＰ 产出水平比危机之前的预测水平要低 １０ 个百分点 以上 ， 世界各 国指数化的

充分就业实际利率在过去 １ ５ 年 中呈下降趋势 ， 均是长期经济停滞存在的基本证据 。
？Ｂｒｍｋ

（
２０ １３

） 认为 ，

一

方面 ，
生产率的停滞 ， 将会抑制企业盈利 能力 ， 由此产生 的投资不足又会

拉低潜在经济增长 ， 从而形成长期经济停滞 。 当代的科技革命难以取得蒸汽机时代对于生产

率提升的 巨大贡献 ， 另
一

方面 ，
经济增长还受到人 口老龄化 、 收入分配不公、 教育水平不足、

环境保护影响 、 高企的政府与企业债等诸多 因素的制约 。
⑤ Ｇｏｒｄｏｎ（

２０ １ ４
） 认为以上制约 因

素将会在未来 １０ 年内将美国潜在 ＧＤＰ 增速拉低 １ ．２ 个百分点 ， 将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拉低 ０ ．６

个百分点 。
？

２
． 长期经济增长停滞的理论分析
在讨论长期经济增长停滞 的担忧之后 ，

也需要理解经济增长失速的分析理论和经济政策

选择 。 在经济萧条产生原因及其后果分析中 ， 最具代表性的两种观点是哈耶克的资产清算理

论和凯恩斯的总需求理论 。 资产清算理论认为经济萧条反映了早期过度投资导致的资产清算

过程 ，
也被称为

“

宿醉理论
”

（
ｈａｎｇｏｖｅ

ｒｔｈ ｅｏ ｒ
ｙ ） 。 总需求理论则认为萧条实际是总需求的不

足 ，
以致于经济缺乏动力开展交易 活动 ，

因此刺激投资和消费 的政府干 预行为是必要的 。

Ｂｅａｕ ｄｒ
ｙ 等 （

２０ １４
） 描述了经济复苏时间与资本积累程度 的正相关关系 ， 指出在资本清算机

制中失业增加以及总需求不足也同步 出现 ， 即 哈耶克和凯恩斯的两种观点 实际是
一体二面 、

互为补充 。 该研究认为萧条期 间 旨在刺激经济的干预政策仍然是非常必要的 ， 即便它会延迟

复苏的时间 。
？Ｓａｃｈｓ（

２０ １４
） 则认为凯恩斯主义和 自 由 市场主义都无法解决经济增长失速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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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即认为无论政府是否实施干预 ，
市场机制最终都会 自动 回复到充分就业状态 ，

消 除产 出缺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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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原 因在于 当代的私人投资属性 已经发生了变化 ，

不再受到低税收 、 低标准或创造需求来

推动 ， 而是更多地基于公共部门的投资表现 。 如果公共部 门不能 明智地进行投资 ，
私人部分

就会持续囤积资金或者干脆以红利 的方式发给股东 。
？

（ 三 ） 提振增长的经济治理政策选择

１
． 经济结构性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提振作用及可能存在的政治困扰
在应对经济危机时 ，

经济治理活动的参与者与经济学家们不仅关注债务水平的变化 ，
也

关心经济体的潜在增长以及影响潜在增长的结构性改革 。 有研究发现 ， 政府未来进行结构性

改革的能力与经济体的风险溢价水平高度正相关 ， 相关系数为 〇 ． ７５
３ 换言之 ， 如果政府不进

行结构性改革则意味着提高未来的融资成本 。 通过对 １９ 个 ＯＥＣＤ 国家的约 ４ ０ 种不 同指标的

结构性改革测度指标 ，

Ｆｉ
ｎｄｌａ

ｙ 等 （
２ ０ １４

） 发现金融市场能够辨别
一

国采取的降低风险溢价的

措施 ，
能够反映结构性改革的效果 。 当一国采取促进增长的结构性改革措施时 ，

高的债务水

平并不一定会导致高的风险溢价 。
？ 不过 ，

令政府官员 困扰的是结构性改革 中存在的 民主悖

论 。 如印尼财政部长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Ｃｈａ ｔ ｉｂＢａｓｒｉ 以该国最近推进的减少能源补贴的改革为例 ， 指

出结构性改革面临的 民 主困境 。 改革过程是即 时的 ， 而改革收益只能在 中期才能得以实现 ，

然而民众不会理解这些 。
？

２ ． 其他提振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

除了讨论结构改革的必要性 ， 学者们也探讨了其他应对长期经济停滞的治理手段 。
Ｓｕｍ ？

ｍｅ ｒ （
２０ １４

）指出仅通过传统货币 政策已经不可能在金融稳定的 同时实现令人满意的经济增

长和充分就业 。 提振经济增长的治理思路不仅需要进
一

步降低实 际利率 ， 而且需要通过增加

投资 、 减少储蓄来增加需求 。
？ 类似 的讨论在 ２０ １４ 年 ＩＭＦ 世行年会期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

在题为
“

公共债务 、 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
”

的会议上 ，

ＩＭＦ 副总裁筱原尚之 （
Ｎａｏ

ｙ
ｕｋｉ

Ｓｈ
ｉ
ｎｏ

－

ｈａｒａ
） 指出巴西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的

一大障碍就是基础设施瓶颈 ， 并认为推动基

础设施投资可 以增强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 ，
因此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是非常有益 的 。 哈佛

大学的肯尼斯 ？ 罗格夫 （
ＫｅｎｎｅｔｈＲｏｇｏ

ｆｆ
） 虽然认同在合适条件下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是

一

个好

建议 ， 但他更关注基础设施投资方向的选择 。 不过 ，
也有学者指 出基础设施投资可能会挤 出

其他重要领域如教育和研发的投资 。
？Ｏｒｔｅｇａ＆Ｐｅｒｉ（

２０１ ４
） 发现开放移民制度对于人均收入

有长期正向影 响 。 相比之下
，
开放贸易制度对人均收入则没有显著影响 。 其中移 民制度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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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全球经济治理学 ■
５６３

是通过生产技能的提升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 并在
一

定程度上保障了较高的创新率 。
？

三 、 全球经济治理之货币金融治理

（

一

） 全球金融资本的发展与金融危机

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在金融资本全球化基础上发展的更高阶段 。 金融资本主义的全

球化不仅是经济现象 ，
也是社会、 政治与法律现象 。 李国平和周宏 （

２ ０１ ４
） 认为金融资本主

义的全球化对各国经济发展和金融 主权会产生重大影响 ， 并有引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可能 。

因此如何充分利用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积极作用 ， 促进国 内经济发展 ， 同时维护金融主权 ，

是现阶段各国面临的重大问题 。
？ 世界经济结构 的 固有矛盾是经济与金融危机频发的根源 。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 李辉等 （
２０ １４

） 提出 了关于 ２００ ８ 年美 国金融危机深层原因 的新理

论 ：

“

帝国 的光环
”

理论 。 他认为美 国在全球金融体系 中 的霸权地位使其吸引 了全世界的资

本 ，
但同时也増加 了在大萧条后建立金融监管体系的压力 。 大量的外资流入以及宽松的金融

监管环境 ， 最终导致整个美国经济结构过度金融化 ， 进而引发了金融危机 。
？

金融危机包括货币危机、 银行危机和债务危机 ， 其 中金融市场 、 房地产市场 以及进 出 口

市场均是危机形成和传导的重要领域 。 在过去的十年中 ， 美 国经历了互联网泡沫和房地产泡

沫的破灭 。
Ｂ ｉ

ｇｓ ｔｅｎ ＆ Ｍｕｎ ｓｈｉ（
２ ０１ ４

） 建模研究 了全球化和房价泡沫之间 的关系 。 研究表明房

价泡沫并不会在 自 给 自足的经济发达国家 中 出现 。 相反 ，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 ，
泡沫更可能 出

现在金融发达的开放经济体 。 但只有当泡沫和房地产结合在一起时 ， 房价才随着全球化的増

加而上涨 。
？Ｌｏｔｈｉａｎ（

２０ １４
） 文章讨论了 在两次金融危机之间 和过程 中的货币政策 ， 发现美

国 、 英国和欧元区的产出波动 、 通货膨胀和货 币増加之 间存在强正相关性 。 通货膨胀和产 出

波动之间 同向波动 ， 而且这两者会随着货币 増加 的变化而 出现变化 。 换言之 ，
金融危机和欧

洲债务危机的发生部分源于过去五年中美国 、 英国和欧元区的货币供给波动 。
？

康立 、 龚六堂 （
２０１ ４

） 考察了国际经济危机是如何通过影 响
一

国 贸易部 门 的出 口 需求 ，

而导致该国出现银行净资产损失 ， 并最终加速传导给该 国非贸易部 门的过程 。 该研究对包含

中国在内 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建模 。 研究结果显示 ： 当存在金融摩擦时 ， 来 自
一

国 贸易部

门的 出 口需求冲击能够更显著地传导至该国非 贸易部门 。 而该国政府合理的信贷政策能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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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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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４

） ：
“

帝国 的光环 ： 美国金融危机的历史制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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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缓解冲击的传导 。
① 为了量化金融冲击的影响和传导机制 ，

Ａ ｌ

ｐａ
ｎｄａ ＆ Ａ

ｙ
ｓｕｎ（

２０ １４
）

估计了
一

个加入了信贷市场摩擦性要素的两地区开放经济 ＤＳＧＥ 模型 。 该模型结果显示 ， 当

只考察基准模型时 ，
无法合理解释美 国和欧元区宏观经济变量之间 的高度相关性 。 但是 ， 如

果加入了金融冲击 ， 则各地区之间 的关联性大大提高 。
②

（ 二 ） 国际资本流动的决定因素与现实状况

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在不同 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单向 、 双向或多向流动 。 随着金融全球

化的发展 ，
全球资本流动规模越来越大 ， 资本流动变化给相关国家带来的经济冲击也愈加显

著 。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国际资本流动急剧増加 ， 其中大部分源于股票和债券市场的交易増长 。

Ｅｖａｎ ｓ＆ Ｈｎａｔｋｏｖ ｓｋａ（
２０ １ ４

） 建模研究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整合程度如何影响 国际资本流动和经

济 回报的行为 。 建模结果显示 ， 国 际资本流动规模在金融
一

体化早期阶段相对较大而且极不

稳定 ， 其国际资产交易主要体现为债券交易 。 １９ ７５ 年至 ２００７ 年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融合 ，

为了更好地促进风险分担 ，

Ｇ７ 国家的 国际债券流动规模和波动性出现了下降 。
？

而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前期和后期 ， 资本流入行为发生 了显著变化 。 其部分原 因是金融危

机之后资金流动对利差更加敏感 。 此外
，
美 国经济及其货币政策也对新兴经济体的 国际资本

流动状况有显著影响 。
Ａｈｍｅｄ＆ Ｚ ｌａ ｔｅ（

２０ １４
） 认为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 的经济増长

和利息差 以及全球风险偏好是私人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的决定因素 。

？ 通过对过去 １ ０ 余年间
５２ 个经济体面临各类资本流动驱动因素的研究 ，

张明 、 肖立晟 （
２０ １４

） 发现 ： 新兴市场经济

体最重要的内部因素是本国经济増长率 ，
最重要的外部 因素是全球风险偏好与美 国经济増长

率
； 而发达经济体最重要的 内部因素是本币 的汇率变动 ， 外部 因素是美 国 的经济増长率 。 在

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时期 ， 利差与经济増长率对发达经济体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将变得显著 。
？

全球流动性状况体现了货币政策 中货币供给和短期利率所无法包含的其他信息 ，
因此全

球流动性状况也会限制
一

国货币政策影 响国 内名义和实际变量的能力 。 发达国家非常规货 币

政策 的正常化可能会引发新兴市场的资本外流与货币贬值 ， 因而成为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严

峻考验 。
Ｂｕｍ ｓ 等 （

２０ １４
） 的研究表明 ， 相较资本流入量不变的基准情境 ， 美联储退出量宽

政策将使发展 中国家的资本流入量减少约 １０％
， 即到 ２０ １６ 年资本流入量 占发展 中 国家 ＧＤＰ

比重会下降 ０ ． ６％ 。 但是 ， 如果金融市场过度反应 ， 则可能 出现资本流入降幅高达 ８０％并持

续数月 的局面 。 因此
，
发展 中国家货币 当局亟待制定应急预案应对全球金融环境骤然紧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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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２ １

－

２４ ８ ．

⑤ 张 明 、 肖立晟 （
２０ １ ４

） ：
“

国际资本流动的驱动 因素 ： 新兴市场与发达经济体的 比较
”

， 《 世界经

济》 ， 第 ８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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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 。
？ 杨农 （

２０ １ ４
） 则指出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 ， 中 国 的情况 比较特殊 ＾ 尽管经济

増长放缓不可避免 ， 但是短期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不大 。 面对经济増长放缓和国 内 国际因素导

致的高利率 ，
中国 的货币政策要协调好与美 国货 币政策的 同步性 问题 。

？ 不仅仅是新兴与发

展中 国家容易遭受全球流动性状态变化带来的冲击 ，

Ｂｅｃｋｍａｎｎ 等 （
２０ １４

） 认为
一些大型国家

或地区
，
如美 国和欧洲货币联盟 ，

也会受到全球货币供给冲击的影响 。 这一结论与认为仅有

小型开放经济体会受到 国外金融冲击干扰的传统经济理论不符 。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美国 和欧

元区金融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吸引 了超额国际资本的流入 ， 由此形成对其货币供给的冲击 。
？

（ 三 ） 国际资本流动管理与金融监管

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以及其后的跨境资本流动大幅波动 ， 引发了关于 国际资本流动治理工

具的研究 。 资本管制可以在
一

定程度上帮助管制国限制不稳定的资本流动 。
２０ １ １ 年 ＩＭＦ 的报

告中更正 了之前关于反对资本管制的观点 ， 认为资本管制可以 防御金融危机 。
？ 利用 １９９５ 年

至 ２ ０１ ２ 年间 ３ １ 个国家流向 ７６ 个主要接收 国的双边银行资本流动年度数据以及各国不同类型

的资本账户管制指标 ，

Ｇｈｏ ｓｈ ｅｔ ａ ｌ．（
２０ １４

） 发现单边或双边的资本账户管制均能显著减少跨

境资本流动的规模 。 如果只单独加强资本账户流出 的管制 ， 即金融部 门对非本国居民 的借贷

限制増加 ，
资本流动将缩减 ５０ １０ ０％ 。 如果仅单独加强资本账户流入的管制 ， 即对外 币相

关的审慎措施变紧 ，
则资本流入将减少 ５ ０ ８０％ 。 如果资本流入国 和流出 国同 时进行管制 ，

则金融危机之后 流 向 亚洲 和 拉丁美洲 新兴经济体的 资本规模将 可能会分别 减少 １０％

和 ９０％ 。
⑤

由于各国历史上很少对诸如产 出 、 贸易 、 金融等方面的短期 波动采取资本管制措施 ，

Ｅｉｃｈｅｎｇ
ｒｅｅｎ＆Ｒｏ ｓｅ（

２０ １４
） 认为任何把资本管制作为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提议对于货币 当局

而言都是
一个挑战

， 需要更加慎重 。
？ 进一步地

，

Ｅ
ｉｃｈｅｎｇ

ｒｅｅｎ ＆ Ｇｕｐｔａ（
２０ １４

） 认为资本管制

无法完全抵御 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冲击 ， 更好的预防措施是采取宏观审慎政策 ， 即在针对外

国资本流入时 ，
允许有限的汇率升值和贸易逆差 。

？
Ｊｅａｎｎｅ（

２０ １４
） 也认为国内实施宏观审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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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杨农 （
２ ０ １４

） ：
“

全球资本流动逆转 ：
新兴市场经济体如何应对？

”

， 《 国际经济评论》 ， 第 ３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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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通常要 比 资本账户管制好 ， 但前者的实施通常遭受更多 的限制 。
① Ｍ ｉ ｔｃｈｅｎｅｒ ＆ Ｗａｎｄ

－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 ｒ （
２０ １ ４

） 则通过对大萧条时期资本管制的分析 ， 认为资本管制并不能有效地拯救银

行业体系 ，
也不能刺激国内产出和提升物价水平 ， 而是更多地被用于限制贸易和偿付外债 。

？

作为
一

种政策选项 ， 资本管制亦可能会对其他 国 家带来溢 出效应 。 Ｇ ｉｏ ｒｄａｎｉ 等 （
２０ １４

）

发现对资本流入的管制会使得资本流 向拥有相似经济特征的其他 国家 。
？ 也有研究指出宏观

审慎政策和资本账户管制都会通过资本流动来产生国 际溢 出效应 ， 但这并不意味着需要遵从

统
一

的 国际规则或采取协调
一

致的政策 。 不过在全球需求疲软的环境下 ， 实现 国际协调政策

的可能性更大 。 因为如果各个国家不采取协调
一

致的政策 ， 那么各国将不会实现各 自 的 目标 。

该研究认为应该允许新兴市场经济体进行审慎资本管制的尝试 ， 特别是对于巴西这种拥有适

度外汇经济规模的经济体来说更应该如此 。
？

为了促进 国际金融稳定 ，

２００６ 年开始实施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的规制世界各地大

型银行交易风险的监管框架 。 但是 ， 许多银行在金融危机期 间仍然出现 了重大损失 。 Ａ ｌｅｘａｎ －

ｄｅ ｉ

？

等 （
２ ０１ ４

） 的研究发现 ， 在巴塞尔框架的约束下 ，
仍有很多银行并未 因为其超 出其最低

资本要求的风险而受到相应的惩罚 ， 说明 巴塞尔框架并非是
一

个促进金融稳定的合理框架 。

进一步地
，
该研究讨论了替代巴塞尔框架的新框架 ，

以有效防止银行承担过多的风险却不会

因此受到惩 罚 的情况 出 现 。
？
国 际金融监管合作在金融危机后 出 现 了 新特点 ， 万泰雷等

（
２０ １４

） 认为中国亟待深度参与 国际金融监管合作 ，
以应对金融话语权缺失 、 外国 政策溢 出

效应和开放性政策推进带来的各类挑战 。

？

（ 四 ） 国际货币体系 的发展与演变

大多数文献将 目前所处的 国际货币体系称之为
“

布雷顿森林体系 ｎ
”

。 该体系的演化 以

经济増长为主要驱动力量 。 该体系形成初期仅有美 国处于中心地位 ，

１９７ １ １９９ １ 年期间该体

系 由欧洲和 日 本等外围 国家驱动 ，

９０ 年代以后欧元加入美元共同成为中心货 币 ， 随后 中国成

为驱动该体系的外围 国家 ，
下一个驱动力量可能来 自 印度 。

？

在当代国际货币体系 中 ， 美元依旧保持主导地位 ， 其最明显 的标志是美元
一

直是国 际石

①Ｊ ｅａｎｎｅ
，Ｏ ｌｉｖ ｉ ｅｒ（ ２０ １ ４ ） ．Ｍａｃｒｏ

ｐ
ｒｕｄ ｅｎｔｉ ａｌＰｏ ｌ ｉｃ ｉｅ ｓｉ ｎａＧｌ ｏｂａｌＰｅｒｓ

ｐ
ｅｃ ｔ ｉｖ ｅ ．ＩＭＥＳＤｉ ｓｃｕ ｓｓｉ ｏｎＰａ

ｐ
ｅｒＮｏ ．

２０ １ ４－Ｅ－１ ． ｈｔ ｔｐ
：／／ｗｗｗ． ｉｍｅ ｓ ．ｂｏ

ｊ
． ｏｒ．

ｊ ｐ
／ｒｅ ｓ ｅａｒｃｈ／ｐａｐ ｅｒｓ／ｅｎ

ｇｌ
ｉ ｓｈ／ １４ －Ｅ－ ０ １ ．

ｐ ｄ
ｆ

②Ｍ ｉ ｔｃｈｅｎｅｒ
，

Ｋｒｉ ｓＪａｍ ｅ ｓ
；Ｗａｎｄ ｓｃｈｎ ｅ ｉｄｅｒ

，Ｋ ｉｒｓ ｔｅｎ （ ２０ １ ４ ）． Ｇｒｅａｔ Ｄ ｅ
ｐ
ｒｅ ｓｓｉ ｏｎ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ＴｈｅＲｏ ｌ ｅｏｆ

Ｃａｐｉ ｔａｌ

Ｃｏｎ ｔｒｏ ｌ ｓ ．ＶＯＸ
，２ ０ １４Ａｕ

ｇ
． ｈｔｔ

ｐ ：
／／ｖｏｘｅｕ． ｏｒ

ｇ
／ａｒｔｉ ｃｌ ｅ／

ｇ
ｒｅａｔ

－

ｄｅ
ｐ
ｒｅ ｓ ｓｉｏｎ

－

ｒｅｃｏｖｅｒ
ｙ

－

ｒｏ ｌｅ
－

ｃａ
ｐ

ｉ ｔａｌ
－

ｃｏｎ ｔｒｏ ｌ ｓ

③Ｇ ｉｏｒｄａｍ
，

Ｐａｏ ｌｏ
；Ｒｕ ｔａ

，Ｍｉ ｃｈｅ ｌｅ
；Ｗｅ ｉｓｆｅ ｌ ｄ

，Ｈａｎ ｓ
；Ｚｈｕ ，Ｌｉ ｎ

ｇ（ ２０ １４ ） ．Ｄ ｏｃａ
ｐ

ｉ 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ｏ ｌ ｓｄ ｅｆ ｌｅｃ ｔ ｃａ
ｐ

ｉ ｔａｌ

ｆｌｏｗ ｓ
？ＶＯＸ ，２０ １４ Ｊｕｎ ｅ， ｈ ｔｔ

ｐ ：／／ｖｏｘｅｕ ．ｏｒ
ｇ
／ ａｒｔ ｉｃ

ｌ
ｅ／ｄｏ －ｃａ

ｐ
ｉ ｔａ

ｌ
－ ｃｏｎｔｒｏ

ｌ
ｓ－ｄｅ ｆｌｅｃ ｔ

－ ｃａ
ｐ

ｉｔａ
ｌ

－

ｆｌｏｗ ｓ

④Ｊ ｅａｎｎｅ
，
Ｏ ｌｉｖ ｉ ｅｒ（

２０ １ ４
） ．

Ｍａｃｒｏ
ｐ
ｒｕｄ ｅｎｔｉ ａｌＰｏ ｌ ｉｃ ｉｅ ｓｉ ｎａＧｌ ｏｂａｌＰｅｒｓ

ｐ
ｅｃ ｔ ｉｖ ｅ ．

ＩＭＥＳＤｉ ｓｃｕ ｓｓｉ ｏｎＰａ
ｐ
ｅｒＮｏ ．

２０ １ ４－Ｅ－１ ． ｈｔ ｔｐ
：／／ｗｗｗ． ｉｍｅ ｓ ．ｂｏ

ｊ
． ｏｒ．

ｊ ｐ
／ｒｅ ｓ ｅａｒｃｈ／ｐａｐ ｅｒｓ／ｅｎ

ｇｌ
ｉ ｓｈ／ １４ －Ｅ－ ０ １ ．

ｐ ｄ
ｆ

⑤Ａ ｌｅｘａｎｄ ｅｒ
，Ｇ ．Ｊ ．

，Ｂａｐ ｔｉ ｓｔａ
，Ａ ． Ｍ ．＆Ｙａｎ

，
Ｓ．（ ２０ １ ４ ）． Ｂａｎｋｒｅ

ｇ
ｕ ｌ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 ｃ ｉａｌｓｔａｂｉ ｌ

？

ｉ
ｔｙ

：
Ａｃａｓｅａ

ｇ
ａｉｎ ｓ

ｔｔｈｅ２００６Ｂａｓｅ
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 ｒｋ ｆｏｒｃｏｎ ｔ

ｒｏ
ｌｌ

ｉｎ
ｇ

ｔ
ａｉ

ｌｒｉ ｓｋｉｎ ｔ ｒａｄｉｎ
ｇｂ

ｏｏｋ 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Ｉｎ
ｔ
ｅ 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Ｍｏｎｅ
ｙ

ａｎｄＦ ｉｎａｎｃｅ
，ｖｏ ｌ

． ４ ３


，
 １０７

－

 １ ３０．

⑥ 万泰雷 、 李松梁 、 黄鑫 （ ２ ０ １４ ） ：
“

国 际金融监管合作及 中 国参与路径
”

， 《 国际经济评论 》 ， 第 ３

期 。

⑦Ｆｏ
ｌｋ ｅｒｔ ｓ －Ｌａｎｄ ａｕ

，

Ｄａｖ ｉｄ
 ；Ｇａｒｂｅｒ

，Ｐｅ ｔｅｒＭ． （
２ ０ １４

） ．Ｔ ｈｅＲｅｖｉ ｖｅｄＢｒｅｔ ｔｏｎＷｏｏｄ ｓＳｙ
ｓｔｅｍ



，

 ｓＦｉｒ ｓｔＤｅｃ ？

ａｄｅ ． ＮＢＥＲＷｏ ｒｋｉｎ
ｇ
Ｐａ

ｐ
ｅｒＮｏ

，
２ ０４５ ４． ｈｔ ｔ

ｐ ：／／ｗｗｗ． ｎｂ ｅｒ． ｏｒ
ｇ
／
ｐ
ａ
ｐ
ｅｒｓ／ｗ２０４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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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市场中的记账单位货币 和支付媒介货 币 。 但是美元主导 的现状正在发生改变 。 例如 Ｃｈｉ ｔｕ

等 （
２０ １４

） 的研究指出 即便在石油这样同质性极强的市场 中 ，
也存在着使用多种 国际货币 的

空间 。 在二战后全球石油交易 中 ， 美元支付占到全球石油进 口支付总额的 ３ １％
， 非美元支付

比例为 ２３ ％ 。 其余部分 （
４ ６％

） 缺乏支付货币 的信息 ，
其中至少有一部分进 口并未使用美元

支付 。
① Ｏ ｔｅｒｏ

－

Ｉ
ｇ

ｌｅ ｓ ｉａｓ ＆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 ４

） 认为 ， 欧洲
一

直在推动建设
一

个更加平衡的 国际货币

体系 。 中欧货币合作进展不大的主要原因在于欧洲 国家之间 的意见分歧以及美 国不愿参与或

支持任何
一

种涉及货币改革 的谈判 。
？ 寺 田贵 、 王雅琦 （

２ ０１ ４
） 的研究指出 中 国正在通过小

多边框架 （如金砖五国和东盟 １ 〇 ＋ ３ 合作 ） 来逐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 加强其在全球金融体

系 中的影响力 。 小多边框架即 由少数有相似想法的 国家结成 同盟 ，
以实现共同利益或者建立

合意的规则体系 。
？ 如果人民币能在 国际货币 体系 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将对解决国 际储备货

币供给难题、 维持国际储备货币偿付能力和 币值稳定以 及最终维系 国 际货币体系稳定起到重

要作用 。
④ 在

“

多核心货币 区
”

和
“

区域核心货 币
”

的概念基础上 ， 曹彤 、 赵然 （
２０ １４

） 运

用汇率内在形成机制模型和动态面板技术分别对马克货币 区和东盟货 币 区的主导核心货 币进

行了分析和比对 ， 发现两个货币 区均呈现多核心货 币主导 。 影 响东盟地 区核心货币 地位高低

的主要因素是核心货币发行国 的经济规模和与核心货币发行国 的贸易依存程度 ，

２ ０ １２ 年人民

币在东盟地区核心货 币 中 的平均权重为 ３４％
， 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元 、 超过 日元的 中度核心

货币 。
？

国际货币秩序的不公平和美元是否存在过度特权
一

直都是有争议的 问题 。 全球化背景下

美元的过度特权价值主要是通过对发展 中国家的
“

剪羊毛
”

行为实现的 ， 集中体现了 国 际经

济秩序的不公平 。 丁志杰和谢峰 （
２０ １４

） 测算了 １ ９８６ 年美国成为债务 国后获得的 巨额 国际经

济利益
，
提出通过发展南南合作建立区域性 、 集团 性治理来推动全球货币体系的治理变革 。

？

基于新开放经济分析框架 ， 范小云等 （
２０ １ ４

） 认为 国际货币 体系的稳定取决于储备货币 国家

的经济规模 ，
此外储备货 币国家的偿付能力增长率不能低于非储备货 币 国家实际产出增长率

和储备货币 的实际收益率 。
＠ 进

一

步地 ，
运用静态和滚动 的 Ｐｅａｍｍ 、 Ｓｐｅａ

ｒｍａｎ 相关系数法 ，

汤凌霄等 （
２ ０１ ４

） 证明新兴大 国外汇储备波动具有协动性且 日趋增强 ，
因此新兴大国应加强

外汇储备合作 。 该协动性是国际冲击因子和新兴大国特征 因子的共同作用所致 ，
不过这两个

因素对于不同国家的影响程度不 同 。
？ 金砖国家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和外汇储备盈利需求的结

①Ｃｈ ｉ
ｆ
ｕ

，Ｌｉ ｖ ｉａ
；
Ｅ ｉｃｈｅｎ

ｇ
ｒｅｅｎ

，Ｂａｒｒｙ ；Ｍｅｈ ｌ
，

Ａｒｎａｕｄ （ ２ ０ １４ ）．Ｏｎ ｅｏｒＭｕｌ ｔｉ
ｐ

ｌ ｅＩｎｔ ｅ 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Ｃｕ ｒｒｅｎｃ ｉｅ ｓ ？Ｅ ｖｉ
？

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ｔｈ ｅＨｉ ｓｔｏｒ
ｙ

ｏｆ ｔｈ ｅＯｉ ｌＭａｒｋｅ ｔ
．Ｖ ＯＸ

，Ｍａｒｃｈ，ｈ ｔｔ
ｐ ：
／／ｖｏｘ ｅｕ． ｏｒ

ｇ
／ａｒｔｉｃ ｌ ｅ／ ｔｈｅｒｅ

－

ｒｏｏｍ
－

ｍｏｒｅ
－

ｏｎｅ
－

ｉ ｎｔ 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
－

ｃｕｒｒｅｎｃ
ｙ

②Ｏ ｔｅｒｏ － Ｉ
ｇｌ
ｅ ｓｉ ａｓ

，

Ｍｉ
ｇ
ｕ ｅ

ｌ
；Ｚｈａｎｇ ，Ｍ ｉｎ

ｇ
．（

２ ０ １４
）．ＥＵ －Ｃｈ ｉｎａＣｏ ｌｌ

ａｂｏｒａｔ 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ｔｈ ｅ Ｉｎｔ 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
ｌ

Ｍ ｏｎ ｅ ｔａｒ
ｙ
Ｓ
ｙ

ｓｔｅｍ
：
Ｍｕ ｃｈＡｄｏａｂ ｏｕｔＮｏ ｔｈｉｎ

ｇ？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

ｙ ，
３７（

１
）

，
１ ５ １－ ６ ８ ．

③ 寺 田贵 、 王雅琦 （
２０ １４

） ：
“

中 囯 的全球金融抱负 ： 小多边框架
”

， 《 国际经济评论》 ， 第 １ 期 。

④ 范小云 、 陈雷 、 王道平 （ ２ ０ １４ ） ：
“

人民 币 国际化与国际货币体系 的稳定
”

， 《世界经济 》 ， 第 ９ 期 。

⑤ 曹彤 、 赵然 （
２ ０ １４

） ：
“

从多核心货币 区视角看人民 币 国际化进程
”

， 《 金融研究 》 ， 第 ８ 期 。

⑥ 丁志杰 、 谢峰 （
２ ０ １４

） ：
“

美元过度特权 、 经济暗物质与全球治理变革
”

， 《 国际金融研究》
，
第 １ １

期 。

⑦ 范小云 、 陈雷 、 王道平 （ ２ ０ １４ ） ：
“

人民 币 国际化与国际货币体系 的稳定
”

， 《世界经济 》 ， 第 ９ 期 。

⑧ 汤凌霄 、 欧阳晓 、 皮飞兵 （
２０ １ ４

） ：
“

金砖国家外汇储备波动的协动性及其影 响因素
”

， 《 经济研

究》 ， 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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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 促成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设立 。 汤凌霄等 （
２０ １ ４

） 认为金砖新发展银行作为转型中 的

新兴大 国的金融合作机构 ，
在总体上仍需遵循市场规则 和国际规则 ，

但也需要选择
一种依托

政府和市场的适宜性机制 ， 建立低成本的中长期融资管理机制 。
？

四 、 全球经济治理之贸 易投资治理

（

一

） 国际贸易规则的发展前景与存在的问题

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为分界点 ，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可分为两个阶段 ： 第
一

阶段全

球化贸易对象主要是商品 ， 尤其是最终商品 。 第二阶段的全球化则是贸易 、 投资 、 服务 、 知

识产权在全球的流动 。 这就要求国 际贸易治理结构和贸易规则也随之发生根本性变革 。

（２） 〇 １＾－

ｆｉｃｅ ＆Ｒｏｃｈ ａ（
２０ １４

） 超越了 以关税 自 由化为基础的标准分析模式 ， 从关税优惠重要性和优惠

贸易协定的普遍性角度 ， 指出 日益增长的国际生产 网络带来了 国际贸易和全球治理之间 的互

动 。
？ 东艳 （

２０ １４
） 提出了新

一

代国 际贸易规则演进的路径 ， 认为 ， 新
一

代 国际贸易规则演

进的路径将是 以区域贸易规则 以及某
一

领域的诸边贸易规则为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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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１
． 针对区域性贸易规则 的探讨
停滞的多哈回合谈判已引起对区域贸易协定的重新关注 。 目前有三个超级区域贸易协定

谈判正在进行 。 它们分别是东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
ＲＣＥＰ 或东盟 ＋ ６

） 、 以美 国为

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
ＴＰＰ

） 以及 由美国和 ２ ８ 个欧盟国家组成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

关系 （
ＴＴＩＰ

） 。 超级区域贸易协定 由 于其所涉及的成员 国通常具有在全球经济 中 的重要性 ，

因此这些协定具有在全球范围 内流行的潜质 。 对于大国而言 ， 美 国可以通过其对各大型协定

的表态来影响 国际贸易体系的发展 ， 而这些协定也将影响未来其他 国家如中 国经济的发展形

态 。
？ 这些协定尽管都致力于推动多边贸易 自 由化进程 ， 但是也具有排他性 ， 并给非成员 国

带来制度性压力 ：

一

方面会间接削弱 ＷＴ０ 的重要性 ， 另
一

方面非成员 国会因为这些超区域贸

易协定设定的
“

甲板清理
”

目标而直接受到影响 。 区域贸易协定中 的原产地规则属于典型的

排他性规则 。 金中夏 、 李良松 （
２０ １４

） 认为 ， 由 于中 国在全球价值链中 占据重要地位 ， 如果

美 国在 ＴＰＰ 谈判 中推行严格的原产地规则 ， 那么 中美双方均会受到负面的影 响 。
？Ｋａｒｍａｋａｒ

①汤凌霄 、 欧阳蛲 、 黄泽先 （ ２０ １４ ） ：
“

国际金融合作视野中 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

， 《 中 国社会科

学 》 ， 第 ９ 期 。

② 金 中夏 、 李 良松 （
２ ０ １４

） ：
“

ＴＩ
＞Ｐ 原产地规则对中 国 的影响及对策 基于全球价值链角度

”

， 《 国际

金融研究》 ， 第 １２ 期 。

③Ｏ ｒｅｆｉｃｅ
，Ｇｉａ ｎｌｕ ｃａ

；Ｒｏｃｈａ
，Ｎａｄｉａ ．（ ２ ０１ ４ ） ．Ｄ ｅｅ

ｐ
Ｉｎ ｔｅ

ｇ
ｒａｔｉ ｏｎ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 ｃ ｔｉｏｎＮｅ ｔｗｏｒｋ ｓ

：ＡｎＥｍｐ ｉｒｉ ｃａｌＡ －

ｎａ
ｌｙ

ｓｉ ｓ ．ＴｈｅＷｏｒ
ｌ
ｄ Ｅｃｏｎｏｍ

ｙ ，３７（
１
），１ ０６

－

３６ ．

④ 东艳 （
２ ０ １４

） ：
“

全球贸易规则的发展趋势与 中 国 的机遇
”

，
《国际经济评论 》

，
第 １ 期 。

⑤Ｗｈａｌｌ
ｅ
ｙ ，

Ｊ ｏｈｎ（ ２０ １４ ） ． Ｇ ｌ
ｏｂａｌＭｅ

ｇ
ａＴｒａｄｅＤ ｅａ

ｌ
ｓａｎｄｔｈ ｅＩｍ

ｐ
ａｃｔｏｎＣｈｉｎａ ． Ｃ ＩＧ Ｉ２０ １ ４Ｍａ

ｙ
．ｈ ｔｔ

ｐ
ｓ

：／／

ｗｗｗ． ｃ ｉ
ｇ

ｉｏｎ ｌｉｎ ｅ． ｏｒ
ｇ
／ ｓ ｉｔｅ ｓ／ｄ ｅｆａｕｌ ｔ／ｆｉ ｌｅ ｓ／ｃｏｍｍ ｅｎ ｔａｒ

ｙ＿
２ ．

 ｐ
ｄｆ

⑥ 金 中夏 、 李 良松 （
２ ０ １４

） ：
“

ＴＩ
＞

Ｐ 原产地规则对中 国 的影响及对策 基于全球价值链角度
”

， 《 国际

金融研究》 ， 第 １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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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１４

） 认为这类超区域贸易协定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只是次优策略 ， 现有 的区贸协定谈判

对于中国和印度的影响不完全是 良性的 。 中期来看 ，
这些经济体有可能不接受新 的高标准规

则 ， 而会去构建出
一

个双重的管理制度 。
①

２
． 贸易协定对贸易活动和经济福利的影响
贸易协定可以通过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来影响贸易规模 ， 同时也会影响 国家的

福利水平 。 现阶段全球性规则 的协议谈判中最重要的三个分别是信息技术协议 （
ＩＴＡ

） 、 贸易

促进协议 （
ＴＦＡ

） 和国际服务贸易协定 （
ＴＩＳＡ

） 。 在信息技术协议 （
ＩＴＡ

） 中 ， 中美 已经同意

放宽关税 ； 在贸易促进协议 （
ＴＦＡ

） ， 印度对食品 贸易的态度有所缓和 ； 国 际服务 贸易协定

（
ＴＩＳＡ

） 正在稳步推进 。 如果三个协议都成功签署 ，

全球总收入预计会增加 ２ 万亿美元 。
？

Ｕｒａｔａ ＆ Ｏｋａｂｅ（
２ 〇１句 发现和 自 由 贸易协定相 比 ， 在关税 同盟 （

ＣＵＳ
） 中许多产 品更容易 出

现贸易创造而非贸易转移 。 而且多边贸易安排会比双边区域贸易协定带来更多 的贸易创造 。
？

在 Ｌａｋａ ｔｏ ｓ＆ Ｗａ ｌｍ ｓ ｌｅ
ｙ（

２０ １４
） 的研究 中 ， 作者探讨了如果美 国和巴西之间没有在 ２０ １ ０ 年 ６

月 ２ １ 日签署框架协议会对美国和巴西之间 的陆地棉商品争端产生怎样的后果 。 该研究表明如

果在 ＷＴ０ 框架 内解决争端 ， 则 巴西对美 国的报复计划对巴西和美 国的影响都是负面的 ， 而且

将对世界的总福利也有负面影 响 。
？

３
． 针对贸易协定谈判条款内容的讨论

当今的贸易协定谈判所涉及的条款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 ， 但是贸易协定规则真的需要涵

盖贸易相关的所有事务 ？ 比如知识产权 、 劳工保护等等 ， 毕竟 已经这些专业领域都有相应的

国际组织在进行治理 。
Ｌｅ ｓｔｅ ｒ（

２ ０ １４
） 认为简化贸易协定有助于更好地达成重要的贸易 目标 ，

不应继续奉行
“

全球治理
”

模式
， 而应 回到

“

自 由 贸易
”

模式 。 其他 问题可交 由相关国 际组

织处理 。
？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和低碳经济的发展正在对国 际贸易规则产生影响 ， 李丽

（
２０ １４

） 认为中 国应积极参与环境产 品清单的谈判 、 低碳领域 国际标准及非 官方标准的制定 ，

关注区域及双边 贸易协定 中低碳规则 的发展趋势 ，
为我 国 对外 贸易发展创造 良好的规则

条件 。
⑥

（ 二 ） 贸易增长与贸易合作

２ 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 ，

全球贸易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 。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年金融危机期

间 ，
全球贸易出现大幅下滑 。 ２００９ 年 以后又开始逐步恢复 ，

但是在 ２０ １ １ 年以后 ， 恢复 的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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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李丽 （
２ ０ １４

） ：
“

低碳经济对 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及中 国 的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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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又开始受 阻 ，
全球贸易 又开 始处于下 滑周期 ，

２０ １２ 年 和 ２０ １ ３ 年全球贸 易 的增 长率仅

为 ３ ％ 。

全球贸易增速放缓既有可能是源于经济周期变化导致的周期性 因素 ，
也有可能是 由 于贸

易保护或全球价值链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结构性因素 。 Ｂｏ ｚ 等 （
２０ １４

） 通过建模研究发现 ，
近

期全球贸易的衰退主要源于周期性 因素 。 由 于在贸易增长减速时期全球价值链贸易相对增长 ，

证实其并非为 阻碍全球贸易发展的原 因 。 研究发现贸易保护主义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对全球贸

易起到了制约作用 。
？
由 于世界贸易增长减速具有较强的区域特征 ， 发达经济体的缩减 幅度

比新兴市场经济体更加严重 ，
因此有人质疑全球贸易减速是源于新兴经济体带来的竞争威胁 。

Ｍ ｏｎｔａｌｂａｎｏ ＆ Ｎｅｎｃ ｉ（
２０ １４

） 采用基于聚类分析的多维分析方法 ， 评估 了全球贸易模式 中的相

似性 。 该研究并不支持关于全球贸易的竞争威胁来 自新兴国家的这
一

假设 ， 并指 出把新兴经

济体与世界主要工业化伙伴的
“

贸易相似
”

程度作为这两者应属于同
一个贸易集 团的理 由是

不充分的 。
？

在 国家间 的贸易合作问题上 ，
地域相邻 以及贸易持续时间均被认为是促进 贸易合作的重

要因素 。 Ｂａｈａｉ

？

等 （
２０ １４

） 发现如果邻近国家是同类产 品的 出 口 国 ， 则该国有超过 ６５％ 的概

率对该类产品进行出 口
；
如果该国有一个在某产品具有 比较优势 的邻国 ， 则该国 出 口 这一产

品的 出 口增长将会每年增加 １ ． ５％ 。 该研究结论与知识扩散的地域化特征相符 。
？ 中 国与金砖

国家贸易关系持续时间普遍较短 ， 平均时间为 ４ ． １ 年 ， 而且其中 ４ ８％ 的贸易关系持续时间不

到
一

年 。 谭晶荣 、 童晓乐 （
２０ １４

） 的研究发现若初始 贸易额越大 ， 则贸易持续时间越久 。 随

着贸易持续时间的延长 ， 终止贸易的风险率会明显下降 。
？

（ 三 ） 贸易失衡 ： 现状与分析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
全球贸易失衡问题在流量上得到 了改善 ， 但是存量层面的失衡问题

仍在进
一

步恶化 ， 体现为 ２０ ０６ 年和 ２０ １３ 年净债务和债权排名前十 的国家几乎没有变化 ， 而

且失衡问题更多地集中在净债务 国 。
Ａｓｌａｍ 等 （

２０ １４
） 认为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全球贸易失

衡问题
， 就有必要在需求面进行

一次全球性调整 。 为了提高风险防御能力 ，
债务 国必须从根

本上改善经济增长状况 ， 进而缩小失衡规模 。
？

二十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 大部分 ＯＥＣＤ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服务 出 口和经常账户平衡之间

存在很强的负相关关系 。
Ｂ ａｒａｔ ｔ ｉｅｒｉ（

２０ １４
） 指出美 国的 巨额经常账户赤字是商品 贸易造成的

巨额赤字和服务贸易的适度顺差形成 的综合结果 ， 而 日本 、 德国和 中 国 的情况则与此相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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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全球经济治理学 ■
５７１

该研究说明是各国服务贸易 自 由化程度滞后于货物贸易 自 由化的客观事实造就了 贸易活动 的

不对称 ，
并进而引起经常账户赤字的持续 。

？Ｍ ｃＫｉｂｂ ｉ
ｎ 等 （

２０ １ ４
） 认为发达经济体财政紧缩

和政府债券的支出减少将导致长期债券利率的下降 。 债券的低收益使得对新兴市场国家投资

变得有更有吸引力 ，
因此会改变资本流动方向流入到新兴市场 国家 。 不过随着国 际资本的流

入
， 将会改变新兴市场 国家的贸易平衡水平 ， 并降低全球贸易失衡 。

？ 通过规模和分散度两

个维度的分析 ， 杨盼盼 、 徐建炜 （
２０ １ ４

） 认为 ，
全球失衡的规模变化与 国际货币体系变迁存

在显著关联 ， 但是全球失衡并未出现向更多国家扩散 的趋势 ， 而是始终集 中在少数主要国家

之间 。 世界主要国家在其快速成长期间都伴随着经常账户顺差的积累 ， 而逆差 国 的产生则与
一

国 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国际货币体系密切相关 。
？

（ 四 ）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生产与投资

随着全球经济开放化程度 的提高 ，

“

跨国外包
”

、

“

模块化生产
”

、

“

离岸就业
”

和
“

垂直

专业化分工
”

等新型生产模式 已经改变 了全球生产贸易格局 。 按照联合 国工业发展组织 的定

义
，
全球价值链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 、 销售 、 回收处理等过程 的全球性跨

企业网络组织 ， 涉及从原料采购 、 运输 、 半成 品和成 品生产与销售 、 最终消费和 回收处理整

个过程 。
？ 目前全球贸易中约 ８０％ 属于跨国 贸易 。 跨国 贸易中 的生产活动既发生在企业内 ，

也发生在企业间 ；
既有区域内分工 ，

也有全球范围 内 的贸易合作 。

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 网络概念中 的核心 问题是新贸易模式下 的 国 家角色 。 现有关

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大多为基于数据分析 的实证研究 ， 而关于这种 生产与销售模式所带

来的关于 国 际经济治理理论思考的研究则 相对不足 。
Ｎｅ ｉ ｌｓｏｎ 等 （

２ ０ １ ４
） 指 出 ２ ０ ０ ８ 年全

球金融危机之后 ，
全球市场的快速发展 已经从根本上改变 了 近 年来的 国 际政治 经济 ， 然

而全球价值链或全球生产 网 络的理论研究严重滞后 于全球经济 中不 同价值链和生产 网 络

的实证研究 。
？

１
．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家贸易地位分析
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方式 ，

不仅有助于在生产环节 中引入竞争提升产业链的整体生产效率 ，

同时也给 了那些只在某个生产环节具备竞争力 的企业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 利用欧盟提

供 ＷＩＯＤ 数据库 ，

Ｔｉｍｍｅｉ

？

等 （
２０ １４

） 的研究指出 中低收入国家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 中的 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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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ｄ ｖａｎ ｔａ

ｇ
ｅ

，ｓｅ ｒｖ ｉｃｅｔ ｒａｄ ｅ
，ａｎｄｇ

ｌ ｏｂａｌ ｉｍｂ ａｌａｎｃｅ ｓ ． Ｊｏｕ 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

？

ｔｅ 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ｓ

，９２（ 
１

）， １－ １ ３ ．

②Ｍ ｃＫ ｉｂ ｂｉｎ
，

Ｗａｒｗ ｉｃｋＪ．；Ｓｔｏｅｃｋｅ ｌ
，

Ａｎｄ ｒｅｗＢ ．；Ｌｕ
，
Ｙｉｎ

ｇ
Ｙ

ｉ ｎ
ｇ

． （
２０ １ ４

） ． Ｇ ｌｏｂａｌＦｉｓｃａｌＡｄ
ｊ
ｕ ｓｔｍ ｅｎｔａ ｎｄ

ＴｒａｄｅＲｅｂａｌ
ａｎ ｃ ｉｎ

ｇ
．Ｔｈ ｅＷｏｒ

ｌ
ｄＥｃｏｎｏｍ

ｙ ，３７（ ７ ） ，８９ ２
－

９２ ２．

③ 杨盼盼 、 徐建炜 （ ２ ０ １４ ） ：
“ ‘

全球失衡
’

的百年变迁 基于经验数据与事实比较的分析
”

， 《
经济

学 （ 季刊 ） 》 ， 第 ２ 期 。

④ 金 中夏 、 李 良松 （
２ ０ １４

） ：
“

ＴＰＰ 原产地规则对中国 的影响及对策 基于全球价值链角度
”

，
《 国际

金融研究》 ， 第 １２ 期 。

⑤Ｎｅ ｉｌ ｓｏｎ
，Ｊ ． ；Ｐｒｉｔｃｈ ａｒｄ

，Ｂ ． ；
Ｙｅｕ ｎ

ｇ ，Ｈ ．（ ２ ０ １４ ）．Ｇｌ ｏｂ ａ ｌＶａｌ ｕｅＣｈ ａｉｎ ｓ ａｎｄＧ ｌｏｂａｌＰｒｏｄ ｕｃ ｔｉ ｏｎ Ｎｅ 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ｔｈ ｅＣｈ ａｎｇｉｎ
ｇ Ｉｎｔ 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Ｐｏ ｌ
ｉｔ ｉｃａ

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Ｉｎ ｔｒｏｄｕ ｃｔ 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Ｉｎｔｅ ｒｎａ ｔｉｏ ｎａ

ｌＰｏｌ
ｉ ｔｉｃａ

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
ｌ

．２ １

（
１
）

，ｐｐ
ｌ－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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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有所上升 ， 其中中国在全球制造业贸易中的价值创造上升最快 。
？ 樊茂清 、 黄薇 （

２０ １４
）

根据国家间投入产出表 ， 利用基于非竞争性投入 产 出表的宏观估算方法研究 了 中 国在全球

价值链 中的地位及其演进过程 。 研究结果显示 中 国企业在全球生产 网络中地位上升 ， 正在逐

步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 ， 中国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贸易发展迅速 。
？ Ｔｉｍｍ ｅｉ

？ 等 （
２０ １ ４

） 发现

成熟经济体中 的企业会将其非技术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转移到低工资国家 ， 同时将具有 战

略性和高附加值的功能集中在国内 。 不过 ， 该研究认为这
一生产模式转变产生 的效果是中性

的 ， 即高收入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均会实现产 品增加值中资本份额 的增加 ，
尽管新兴经济体

低技能工人的生产增加值份额会相对有所下降 。
？

２
． 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的技术与投资要求

尽管以跨国生产中间 品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生产方式可以给发展中 国家参与全球贸易提

供机会 ，
但其依然存在

一

定的 门 彳监 。 ＶａｎＢ ｉｅ ｓｅｂｒｏｅｃｋ ＆Ｚｈａｎｇ（
２０ １ ４

） 认为只有在中间 品生产

技术已经足够成熟而且具有成本优势情况下 ， 离岸外包生产中 间 品才是有利可图 的 ， 才可能

被企业采用 。
？ 其中

一

个重要的问题是 由 于发展中 国家投资风险所带来的成本核算 。 Ｈａ
ｊ
ｚｌｅ ｒ

（
２０ １４

） 指 出 ， 从全球来看 ， 投资于资源开采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 （
ＦＤ Ｉ

） 相 比其他行业更容

易出现被投资所在 国没收的风险 。 然而 ，
虽然这类风险存在 ， 资源开采行业仍然 占据了外商

投资企业所投资行业的大部分比例 。
？ 国际生产分割条件下 ， 杨珍增 （

２０ １４
） 指 出 ， 如果跨

国公司将较高 比例的复杂生产任务置于东道国完成 ， 则当地的模仿者能够获得较多的生产信

息 ； 然而如果模仿难度较低 ， 则跨国公司会受到更多来 自模仿者的威胁 。 东道 国可以 通过加

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来阻止模仿者进入 ， 为跨国公司将更大比例的复杂生产任务置于东道 国

创造条件 ， 从而提升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
？

五 、 其他重点领域的研究

（

一

） 气候与环境治理的主要进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福祉的提高 ， 各 国都越来越关注气候 问题 。 作为典型的全球性 问

题
， 气候治理不是单

一

国家或者单
一

经济体能够独立实现的 ， 它需要各方的合作和共同 的能

①Ｔ
ｉｍｍｅｒ

，Ｍａｒｃｅ ｌ Ｐ ． ；Ｌａｓｈ ｉｔ ｅｗ
，Ａｄｄ ｉｓｕＡ ．

；Ｉｎｋｌ ａａｒ
，Ｒｏｂ ｅｒｔ（

２０ １ ４
）． ＴｈｅＲｏｌ ｅｏｆ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Ｍ ｉ ｓａｌｌｏ ｃａｔ ｉｏｎ

ｉｎＣ ｒｏ ｓｓ
－

ｃｏｕｎ ｔｒ
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 ｉｎＭａｎｕｆａｃ ｔｕ ｒｉ ｎ

ｇＰｒｏｄｕｃ ｔ ｉｖ ｉ ｔ
ｙ

．ＧＧＤＣ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Ｍ 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ＧＤ
－１４ ３

，Ｇｒｏｎｉ ｎ
ｇ
ｅｎ

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Ｄ ｅｖｅ
ｌ
ｏ
ｐ
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 ｒ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 ｉｔ
ｙ

ｏｆＧ ｒｏｎ ｉｎ
ｇ
ｅｎ ．

② 樊茂清 、 黄薇 （
２ ０ １４

） ：
“

基于全球价值链分解的 中 国贸易 产业结构演进研究
”

， 《世界经济》 ， 第 ２

期 。

③Ｔｉｍｍｅｒ
，

Ｍ ．Ｐ ．

，

Ｅｍｍｂａｎ
，

Ａ． Ａ ．

，

Ｌｏ ｓ
，

Ｂ ．

，
Ｓｔ ｅｈｒｅｒ

，
Ｒ．

，
＆ｄｅＶｒｉｅ ｓ

，
Ｇ． Ｊ．（ ２０ １４ ） ．Ｓｌ ｉｃ ｉ ｎ

ｇＵｐ

Ｇ ｌ
ｏｂ ａｌＶａ

ｌ
ｕ ｅＣｈａｉｎ ｓ ．Ｔｈ ｅＪｏｕ ｒｎａ

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Ｐｅｒ ｓｐｅｃ
ｔ
ｉｖｅｓ

，２８（
２

） ，
９９

－１ １ ８ ．

④Ｊ ｏｈ ａｎｎｅ ｓＶａｎ Ｂｉ ｅ ｓｅｂｒｏｅｃｋ
，

Ｌ
ｉ
ｊ
ｕｎ Ｚｈａｎ

ｇ（
２０ １ ４

） ．Ｉｎｔ ｅｒｄｅ
ｐ
ｅｎｄｅｎｔ

ｐ
ｒｏｄ ｕｃ ｔｃ

ｙ
ｃ ｌ ｅ ｓｆｏｒ

ｇ
ｌｏｂ ａｌ ｌ

ｙ
ｓｏｕ ｒｃｅｄｉ ｎｔｅｒ

？

ｍｅｄ ｉａｔｅ ｓ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Ｉｎｔｅ 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９４（ １ ）
，１４ ３

－ １ ５６ ．

⑤Ｃｈ ｒｉ ｓｔ ｏ
ｐ
ｈｅｒＨａ

ｊ
ｚ ｌｅｒ（ ２０ １４ ）．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

－

ｂａｓｅｄＦＤ Ｉａｎｄｅｘ
ｐ
ｒｏ
ｐ
ｒｉａｔ ｉｏｎ ｉｎ ｄ ｅｖｅ ｌｏ

ｐ
ｉｎ
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 ｓ ．Ｊｏｕ ｒｎａｌｏｆ 
Ｉｎ

？

ｔｅ 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９２（
１

） ，

１２４ － １４６ ．

⑥ 杨珍増 （
２ ０ １４

） ：
“

知识产权保护 、 国际生产分割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

， 《 南开经济研究》 ， 第 ５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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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 ， 谢富胜等 （
２０ １４

） 重建了气候变化政治经济学

分析框架 。 研究表明 ，
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决定 了其治理需要全球范围 的行动 ， 而联合主张可

持续发展的资本集 团参与现有 的全球气候治理运动将是实现大众气候治理的可能途径 。
？ 联

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已有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 ，
既有 的研究文献主要从国际

法和国际政治两个角度对该机制的变迁进行分析 。 通过建立和运用
一种新的分析框架 ，

薄燕

和高翔 （
２０ １ ４

） 指出 ，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发生的变迁基本上是属于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 原则下 ， 尤其是
“

共同但有 区别的责任和各 自 能力原则
”

指导

下形成的累积和规则变化 。 过去强调该机制应建立在
“

有差别的责任
”

或者
“

不对称的承

诺
”

的基础上 。 但 ２００９ 年以来
，
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努力下 ，

这种不对称性在逐步缩小 ，

“

共

同性
”

得到了增强 。
②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 （

ＩＰＣ Ｃ
） 在 国际气候谈判中 的作用受到 国

际社会的普遍重视 ， 董亮和张海滨 （
２０ １４

） 分析了ＩＰＣＣ 影响 国际气候谈判 的四个主要路径 ，

即政策创新 、 政策扩散 、 政策选择和政策坚持 。 作者认为 ＩＰＣＣ 作为气候变化的认知共同体 ，

也存在着一些如科学专业精神不足 、 组织机构运行效率不高等影 响其发挥作用 的限制性

因素 。
？

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领域 国际政策协调与谈判需要大量相关的数据与信息支持 。 闫云凤、

赵忠秀 （
２０ １ ４

） 将全球分为 Ｇ７ 、
ＢＲＩＣ 和其他 国家三个区域 ，

建立了多 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分

析各区域的消费碳排放及碳溢 出效应 。 文章认为 ， 消费碳排放核算体系的建立对于国 际气候

谈判 日益重要 ，
这种核算体系有助于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分配碳排放责任 ， 从而改变全球

消费模式 ， 进而有助于减排 。
？ 尽管在 ２ １ 世纪的前 １ １ 年 ， 中 国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的主

要贡献者 。 但 Ｇａｍ ａｕｔ（
２０１ ４

） 认为中国 已着手实施坎昆 ２０ １０ 年会议承诺？ ， 中 国更加强调收

入分配、 消费和服务的公平性的经济增长新模式 ，
使得 中国 的温室气体排放轨迹发生了 巨大

变化 。 而且中 国对低碳排放技术的大规模部署 ，
也将降低世界范围 内的低碳经济转 型成本 。

？

借鉴人类发展指数 ， 李晓西等 （
２０ １４

） 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资源环境可持续

发展两大维度构建了
“

人类绿色发展指数
”

。 该指数以 １ ２ 个元素指标为计算基础 ， 测算 了

１２ ３ 个国家绿色发展指数值及其排序 。 人类绿色发展指数的理念与测算方法 ， 将为中 国 和世

界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信息和数据支持 。
？ 发达 国家的消费侧资源环境负荷普遍高于其生产侧

资源环境负荷 ， 而发展 中国家恰好相反 。 如果从消费侧资源环境负荷指标来看 ， 发达国家的

经济活动对全球环境的影响仍在不断加强 。 发展中 国家 （ 地区 ） 对发达国家存在大量的环境

服务净出 口
， 即存在突出 的

“

南北资源环境负荷转移
”

问题 。 发达 国家生产侧人均资源环境

①谢富胜 、 程瀚 、 李安 （ ２ ０ １４ ） ：
“

全球气候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 《 中 国社会科学 》 ， 第 １ １ 期 。

② 薄燕 、 高翔 （
２ ０ １４

） ：
“

原则与规则 ：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 的变迁
”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第 ２

期 。

③ 董亮 、 张海滨 （
２ ０ １４

） ：
“

Ｉ ＰＣＣ 如何影响国际气候谈判种基于认知共同体理论的分析
”

， 《世

界经济与政治 》 ， 第 ８ 期 。

④ 闫云凤、 赵忠秀 （
２ ０ １４

） ：
“

消费碳排放与碳溢出效应 ： Ｇ７ 、
ＢＲＩ Ｃ 和其他国家的比较

”

， 《 国际贸易

问题》
，
第 １ 期 。

⑤ 中 国政府承诺 ，

２０２ ０ 年中 国 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将在 ２ ００５ 年的基础上降低 ４０＾５％ 。

⑥Ｇａｒｎａｕｔ
，Ｒｏ ｓｓ（ ２ ０ １４ ） ．Ｃｈｉｎａ＾Ｒｏ ｌｅｉ ｎＧｌ ｏｂａｌＣ ｌ ｉｍａｔ ｅＣｈａｎｇ

ｅＭ ｉｔ ｉ
ｇ
ａｔｉ ｏｎ．Ｃｈｉ ｎａ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

ｙ ，２ ２

（ ５ ） ，

２－ １８ ．

⑦ 李晓西 、 刘
一

萌 、 宋涛 （
２ ０ １４

） ：
“

人类绿色发展指数的测算
”

， 《 中 国社会科学 》 ， 第 ６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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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普遍高于发展 中国家 （地区 ） ， 而消费侧人均指标的差距更加明显 。 换言之 ， 发达国家

消耗和 占用了更多的全球资源与环境空间 。
？

（ 二 ） 对收入不平等治理的关注

以皮凯蒂 、 克鲁格曼和斯蒂格利茨为代表 ，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收入分配与发展的

不平等问题 。 尽管美国 中低阶层的贫穷化与其过度发展的金融产业形成 了鲜 明的对比 ，
但是

中国在全球层面的收入状况 因其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全面有所改善 ， 并 因此在
一

定程度上缓解

了全球层面的不平等状况 。 尽管从 １９ ８８ 年至 ２００８ 年全球基尼 系数下降了约两个百分点 ， 但

是全球的不平等水平依然很高 ，
全球基尼系数水平 已经达到 ７０％ 。 如果把全部或大部分失踪

收入归结为最高收入的低估？ ， 那么 由基尼系数衡量的全球不平等水平可能会更高 。 中 国低

收入人群的减少是近年来全球基尼 系数下降的主要力量 。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 ， 所有中 国人

在全球收人分配中的相对位置都提升了 ， 有时这种提升幅度甚至超过 １０％ 。
③

贸易的开放程度会对国家跨职业的工资不平等状况造成影 响 ， 同时更高的不平等又会更

滋生腐败 。 Ｂ ｉｇｓ ｔｅｎ ＆ Ｍｕｎ ｓｈｉ（
２ ０１ ４

） 发现贸易开放将加剧低收入水平 ＯＥ ＣＤ 国家的工资不平

等状况 ， 但是这种现象在高收入 ＯＥ ＣＤ 国家中并不显著 。 而且在富裕国家 ， 贸易开放将导致

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工资差距的减少 。 不过 ，
任何发展水平的 国家扩大 以 ＦＤ Ｉ 衡量的

资本流入对于工资不平等的影响都不显著 。
④ Ｂａｄｉｎ

ｇｅ
ｒ ＆ Ｎｉｎｄｌ（

２〇Ｍ
） 发现

一

国人均国 内生

产总值 、 教育 、 政治权利以及贸易和金融开放衡量的全球化程度等较高则能够显著减少腐败 ，

而 自然资源租金较高则会增加腐败 。 文章还发现
一

国 国内的不平等将导致腐败的增加 。
？

（ 三 ） 对科技创新的治理诉求
创新能力与科技发展作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在全球经济萎靡不振的背景下 ，

受到更多

的关注 。 知识经济时代 ，
以创新为代表的无形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 资本市场 以及信贷市

场可以为创新型企业对无形资产的投资提供资金支持 ， 尽管信贷市场在金融危机期间会面临

枯竭到导致支持效率的下降 。
？ 欧阳蜣 、 陈琦 （

２０ １４
） 对

“

金砖国家
”

创新体系的技术效率

与单因素效率进行了全面的测度 ，
并与其他一些国家进行了 比较分析 。 文章发现 ，

尽管
“

金

砖国家
”

研发效率远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研发效率 ，
但是其科技向经济的转化效率则正

①张文城 、 彭水军 （ ２ ０ １４ ） ：
“

南北 国家的消费侧与生产侧资源环境负 荷 比较分析
”

， 《世界经济》 ， 第

８ 期 。

② 考虑到高收人者更有动机和能力实现收人的藏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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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全球经济治理学 ■
５７５

在赶超发达国家 。
？ 基于对金砖五国 ２０００ 年至 ２ ０ １ １ 年全要素生产率 、 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

率的测算 ， 李景睿 、 邓晓锋 （
２０ １ ４

） 发现收入差距与全要素生产率和前沿技术进步之间呈显

著的倒 Ｕ 型关系 ，
并与技术效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 换言之

，
收入差距对技术创新的激励

存在着适度性问题 。 对于金砖国家中的南非 、 巴西和中 国来说 ， 现阶段其收入差距已经超过

倒 Ｕ 型曲线顶点的临界值 ，
因此采取有效的措施减小收入差距 ， 是促进这几个国家国 内需求

和激励技术创新的关键举措 。
？ 近年来网 络经济快速发展 ， 但是政府行动 的速度却落后于商

业和社会发展速度 。 随着互联 网络的普及 ，
人们 已经生活在大数据时代 。 个人数据无论是在

范围还是在程度上都将进一步扩大 ， 然而对于网络的治理以及对私人隐私的保护则相对不足 。

这种既知道存在问题却无法尽快提供解决之策 的典型案例体现在为欧盟隐私条款的建设 ，
该

条款不断 因利益冲突引发的混乱而受阻 。 对新经济的过度约束还有可能会阻碍创新 ， 并降低

下一项重大突破性进展出现的可能 。
？

六 、 结论

以上研究大致勾勒出 ２０ １４ 年全球经济治理领域 的基本方向 和主要观点 。 ２０ ０８ 年全球金

融危机之后 ， 新兴经济体的亮 眼表现吸引 了 学者们对于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讨论 。 然而 ， 近

期的研究表明尽管全球经济版图
一直在变化 ，

尽管全球经济权力在 向着多元化 的方向发展 ，

但是全球经济权力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 这种现状使得不少学者将研究的注意力放在 国

际政治 （权力格局 ） 的变化 ，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各种行为体 ，

以及全球经济治理的基本范

式和促进治理效果的方式方法等问题上 。 总体而言 ，
全球经济治理尚 未脱离历史留下的痕迹 ，

依然处于西方主导 的经济治理时期 。 这一基本的时代背景亦被充分体现在经济增长 、 国 际金

融 、 国际贸易与投资等重点国际经济合作重点领域中 。 不仅探讨的 问题和对象围绕着发达经

济体
， 而且经济治理的基础理论模型也依然 以西方经济学主流思想为主 ，

例如在经济增长治

理中对于长期经济增长停滞的讨论 ，
在 国际金融治理中对于金融危机、 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

货币体系的讨论 ，
在国际贸易与投资中对于国 际贸易规则和贸易失衡问题的讨论等等 。 大部

分研究中均以 自 由 市场理论作为基本价值观 ，
并运用新古典经济学 、 凯恩斯学派等作为理论

指导 。 不过 ，
随着全球化程度 的提升和对以往经验的反思 ， 研究 中也涌现出不少非传统思想 。

例如在对过度金融化的担忧 、 对资本管制态度的改善 以及对泛化的国际贸易规则 的质疑等等 。

作为一个以现实问题为导 向 的新兴前沿学科 ，

全球经济治理属于跨学科的综合型学科 。

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 ， 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研究 尚存在几大问题 ： 首先 ， 对新兴经济体国

家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与实践的研究和比较相对不足 ， 多数研究依然 以西方的经济治理理念

作为主要依据
；
其次 ，

全球经济治理理论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活动的实践需求 ， 对如全球投

资规则问题、 数字经济治理等前沿或新兴经济领域的治理研究相对不足 ；
最后 ，

体系化的全

球经济治理理论研究相对较少 ， 相关研究要么偏重全球治理在 国际关系层面的研究 ， 要么专

①欧阳蛲 、 陈琦 （
２ ０ １４

） ：
“ ‘

金砖国家
’

创新体系的技术效率与单因素效率评价
”

， 《 数量经济技术经

济研究》
，
第 ５ 期 。

② 李景睿 、 邓 晓锋 （ ２ ０ １４ ） ：
“

适度收人差距对需求驱动型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 基于金砖国家面板

数据的实证分析
”

， 《国际贸易问题 》 ， 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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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６ ｜＿ 世界经济年鉴

注于具体经济议题领域的经济理论研究 ， 尚 未 出现既能体现全球经济治理理论高度 ， 又能较

好结合经济治理实践活动的研究 。

中国既是全球经济大国 ，
也是新兴的全球经济治理学主要领导者 ，

亟待得到更多更有深

度和广度的全球经济治理研究支持 。 下一阶段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研究应努力尝试回答 ： 如

何构建既具有全球合法性又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的全球价值规范？ 如何实现在全球范 围 内应对

经济竞争冲突 、 提升经济治理能力 的根本性制度安排 ？

（ 编辑 ：
孙丽 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