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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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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全球治理研究的理论动态

近年来 ， 全球治理作为
一

个热点议题再次吸引 了学术界的众多关注 。 全球治理成为重要

的研究议程具有
一

定的时代背景 。 随着全球化向纵深方 向发展 ，
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 ，

在现

有治理秩序下无法得 以有效解决 ， 需要 出 台
一

系列新议程 、 新机制 。
？ 全球化包含了 贸易增

长 、 资本流动 、 技术进步与扩散 、 全球问题凸显 、 国际规则适用性提高等几个内容 ， 是 中 国

经济转型无法避免的 国际大环境 。 面对这一外部环境 ， 学者认为 ， 我国应 当以开放的心态和

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 （张蕴岭 ，

２０ １ １ ②
；

２０ １ ３ ？
） 。

（

一

） 全球治理路径研究

全球治理研究涉及的路径呈现多元化 ， 概括起来有三个层面 ： 国家层面的全球治理 、 跨

国机构层面的全球治理以及全球主义规范和价值观。
④

首先 ，
治理机制设计与现有权力结构不适应 ， 新兴经济体国家群体性崛起 ， 治理结构需要

做出相应调整 。
⑤ 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和发达国家的相对衰弱 ， 打破了原有制度框架下

的权力 、 利益均衡 ，
全球经济治理赖以存在的合法性根基动摇 。

？ 新兴经济体需要更多参与到规

则制定中来 ， 改变合法性欠缺的现状 。
？
国内文献重点分析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可

行的战略选择 。
⑧ 也有很多涉及印度 、 巴西等新兴国家及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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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 原有国家中心论的治理结构发生了改变 。 市 民社会 、 跨国公 司 、 利益集团 、 国 际

组织等多元行为体正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
？

， 公共和私人领域的治理相结合 、 网络化

治理成为重要趋势
？

。

第三 ， 全球主义探讨的重点是如何构建全球价值规范 。 赫尔德和杨娜 （
２ ０ １ １

）

③ 提出要

加强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的对称 、 和谐关系 ， 强调公 民个体权利与参与的世界民主主义 。

（
二

） 全球治理模式研究

全球治理模式也是近年研究关注的焦点之
一

。 其中 ，
网络化的治理模式在世界舞台上浮

现
， 表现为碎片化与一体化交织 ， 多层化与网络化共存 。

④

第一 ， 全球治理的合作方式 日益多样化 ， 包括多边主义 、 区域主义 、 双边主义 。 由 于效

率堪忧 ， 部分学者提出要实现有效治理
？

、 创造新的多边治理概念
？

。 张孝芳 （
２０ １０

） 认为尽

管存在问题与局限 ， 多边主义作为一种必要的替代和补充 ，
依然不可忽视？ 。

第二 ， 治理呈现出多层次的趋势 。
Ｙａｒｍｉ ｓ 等 （

２０ １２
）

⑧ 的论文集研究了 国家层次 、 区域

层次 、 全球层面治理 。 全球深度治理对国家间 、 国家内部协调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

第三
，
治理格局 由集 中化转向分散化 。 不仅体现在 Ｇ２０ 等多边治理平台 的 出现 ，

也体现

在 国际性金融组织或机构 的 区域化 、 分散化 、 国际贸 易机制的 区域化 、 双边化倾向 等方面 。

Ｗｏｏｄ ｓ（
２０ １０ ）

⑨ 重点分析了金融领域的分散化 ；

Ｎｏｍｕｍ 等 （
２０ １ ３ ）

⑩ 认为 自 电贸易协定并没

有弱化多边贸易 ， 相反是在多边难以取得进展情况下 的
一种帕累托改进 。

（ 三 ） 全球治理秩序与原则研究

全球治理的秩序与原则仍是研究的重点 。 规范缺失是造成治理 困境的原因 ，
重建治理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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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 ＿ 
７０３

序是克服治理困境的必由之路 。
？ 部分文献集 中讨论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 考察纬

度有 ： 代表性和行政机构 、 规则制定程序 、 实施和利益集团参与？ 。 也有文献探讨治理如何

兼顾效率与公平 ，

Ｅｒｍａｎ（
２０ １０

）

？ 认为所谓有效的全球性决策很可能带来规范性 、 道德原则

的短缺 、 合法性赤字 。

有的研究认为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严重滞后于国际权力格局 的变化 ， 代表性与有效性都存

在问题 。
？ 崔志楠等 （

２０ １ １
）

？ 指出伴随着 ＩＭＦ 自身合法性的衰退 ， 其行动能力也 日益萎缩 。

有学者开始讨论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崛起对经济治理理念的冲击 ，

Ｉｋｅｎｂ ｅｉｒｙ（
２０ １ １

）

⑧ 认

为由于政治 、 文化 、 历史以及经济历程方面的差异 、 反帝和反殖 民的共同诉求以及美国式的

频繁危机 ， 新兴经济体对资本主义社会有着与西方不同 的看法 。 但由于新兴经济体 已经深刻

融人全球经济 中 ， 保持
一

个 自 由 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是这些后起之秀的共同愿望 ， 未来全球

经济的 自 由度不会因此削弱 ， 反而会进
一

步提高 。

霸权衰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是前面介绍全球治理秩序与原则的重要历史背

景与线索 。 在这种背景之下 ， 学界对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研究大量出 现 。 新兴经济体 国家呼

吁打破原来非 中性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结构 ，
使 自 己的权益得到更全面的反应 。 相 当

一部分

著述认为原有全球经济治理的合法性不足 ， 新兴国家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贡献大量 的全球公

共产品时 ， 应该发出 自 己的声音更为积极地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当中来 ， 推动全球经济治理

走向更为合理 、 民主和公正的方 向 。 持此类观点 的学者有 ： 何帆 、 冯维江、 徐进 （
２０ １ ３

） ；

徐秀军 （
２０ １ ２

） ；
黄仁伟 （

２０ １ １
） ；
韦 宗友 （

２０ １ １
） ； 吴志成 ，

杨娜 （
２０ １ ２

） 。
？ 全球经济治理

结构的适应性调整究竟是否改变了现有的治理秩序？ 具体来说 ， 学者认为三个方面的特点共

同组成了 目前的治理秩序 ：

一是联合国 、 布雷顿森林体系 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仍未改

变 ；

二是新兴治理机制逐渐出现 ；
三是具有改变潜力 的未来治理机制存在 （ 何帆 、 冯维江 、

徐进 ，
２０ １ ３

） 。
？

全球治理軼序与原则的变动对 中国意味着什么呢？ 有研究认为治理秩序与原则 的改变 ，

延长了中 国未来发展 的战略机遇期 。 旧的 以 ＩＭＦ 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为代表 的经济治理秩

序仍然起到主导性作用 。 短时间来说 ，
可以体现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利益诉求的新

秩序并未形成 。 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塑造
一

个具有包容性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 ， 仍然是摆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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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期 。



７０４［ ？ 世ｆ翌翌 ：

２０ ７４
—

—

国面前的艰巨任务 。 中 国该如何把握好经济治理秩序调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
直接决定 了中

国的未来发展 （樊勇明 、 沈陈 ，

２０ １ ３
）

①
。

（ 四 ） 全球经济治理与全球治理平台研究

全球治理研究涵盖众多领域的治理平台 ， 例如联合 国具备安全治理职能
（２）

。 金融危机的

爆发 、 欧洲债务危机的蔓延 ， 使得经济议题的重要性逐渐上升
？

。 全球经济治理平 台 的建设

和发展成为众多文献关注的焦点 。

首先 ，
旧有 的平台逐渐无法有效地完成全球经济治理的任务 ， 例如全球 自 由 贸易谈判在

ＷＴＯ 平台上难以推进 ；

ＩＭＦ 投票权分配不合理 ， 合法性欠缺 ； 世界银行决策与操作层脱离 、

发展中 国家利益得不到保障 。 在这种背景下 ，

Ｇ２０ 逐渐成为重要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 ；
金砖

国家成为新兴国家合作对话的重要治理平 台 。 Ｇ２０ 和金砖国家共同丰富了原有的全球经济治

理平台 ， 新兴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借助这些平 台 ， 积极倡导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制 ， 维护 自 身

利益 （蔡春林 ，

２０ １ ３
）

④
。

其次 ，
全球经济治理平台 Ｇ２０ 、 金砖逐步完善 ，

期间也面临着诸如机制化 、 有效性等诸

多困难 。 Ｃａｒｉｎ（
２０ １ ０

）

？
、 Ｃ ｏｏｐｅ ｒ（

２０ １ １
）

⑥ 均认为 Ｇ２０ 如果要增强效力和合法性 ，
需要对成

员国 、 主席 国 以及准备程序做出机制化设计 ，
秘书处有助于指导峰会进程 、 整理和保存机制

化文档 。 Ｍｅ
ｙ
ｅｒ 等 （

２〇 １ １
）

⑦ 则对 Ｇ２０ 峰会公报等形式等提 出 了 建议 。 也有文献质疑 Ｇ２０ 能

否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有效作用
⑧

， 认为 Ｇ２０ 国家情况各异 、 遗漏 了
一些重要国家 、 缺 少执行

机制 、 议题缺乏连贯性等 ，
全球经济局势的好转也将使得 Ｇ２〇 合作显得不再那 么迫切？ 。 为

了提高全球经济治理的有效性 ，

Ｖｅ ｓ ｔｅ ｒｇａａｒ
ｄ（

２０ １ １
）

⑩ 等人提议建立全球经济委员会 。 但更多

学者建议 Ｇ２０ 进行改革 以提高有效性 。
Ａｎｇｅ ｌｏｎｉ 等 （

２０ １２
） 建议建立

一

个指导委员会 ， 负责

协调和汇总 Ｇ２０ 的各项工作成果 ， 保证 Ｇ２０ —致行动并在长期保持政策
一致性 。 应当常设

一

个秘书处。 总之 ，
Ｇ２０ 应当 明确定位 ， 作为全球议题的设定者和各 国政策协调人 ， 技术性的

问题应 留给那些专业 的国际机构 。

最后 ，
研究新兴经济体国家参全球经济治理的程度和能力 ，

也可 以通过观察他们参与 了

① 樊 勇 明 、 沈 陈 （ ２０ １ 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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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 麗 ７〇５

哪些治理平台 ， 例如
“

金砖 四国
”

、

“

新钻 １ １ 国家
”

、

“

基础四 国
”

都是今年 以来吸引 众多 目

光的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平台 （ 张宇燕 、 田 丰 ，
２０ １ ３

）

①
。

一批新兴国家
“

群体性

崛起
”

，
开始呼吁建立更为具有开放性 、 更加 民 主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 ，

金砖茵家组织正是

新兴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组织平台 。 后金融危机时期内 ，
金砖 国家共召 开了五次峰

会 ， 由开始的规划合作蓝图 、 相互交换意见 ， 到后来详细规划未来合作 、 增强金融联 系 、 建

立金砖开发银行路线 图 ，
金砖合作朝着更加务实 、 更加紧密的方向发展 。

？

二
、 全球治理领域的实践研究

就治理领域而言 ， 传统安全研究与非传统安全研究并重 。 传统安全领域的治理主要分析

治理的制度安排 以及对地 区 、 国家的影响？ ； 非传统安全 的治理则涉及贸易 、 金融 、 投资 、

环境等多个领域 。

随着多哈谈判陷人僵局 ，
区域主义盛行对多边贸易体制构成巨大威胁 ，

全球贸易体系陷

人了
一段政策不稳定时期 。 ＷＴＯ 被认为远远不能担负与全球治理相关的更大责任 。 学者呼吁

ＷＴＯ 必须走出
“

光荣孤立
”

状态 。

？ 但也有文献认为即使结束多哈 回合谈判也改变不 了对

ＷＴＯ 进行改革的需求 。
？ 因此多边贸易体制如何适应世界经济的变化 ， 在全球贸易 自 由化和

多边贸易体制改革之间求得妥善的平衡 ， 始终是学术界争论而未决的话题 。

国际投资则 自始至终缺乏一套全球性 的投资规则 ， 而是以多边化 、 区域化 、 碎片化形式

存在 。 再加上缺乏有效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 ， 这使得多数发展 中国家在国 际投资保护主义上

升的趋势下 ，
面临更加艰巨 的挑战 。 迫切需要在新的治理框架下寻求更加统

一

平衡 、

一致 、

有益的 国际投资制度 ，
此方面研究还有待深人展开 。

２００８ 年以来金融危机的爆发 、 欧洲债务危机的蔓延 ，
凸现了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 公共债

务管理等经济议题的重要性 。
？ 气候变化下极端气候事件的增多和影响程度的 加深 ，

使得气

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议题也进入全球治理的重要议程 。
⑦

本节特选取全球气候治理 、 国际货 币体系改革等近年来热议的几个重大经济治理议题 ，

并对它们的研究动态进行追踪 。

① 张 宇 燕 、 田 丰 （
２０ １ ３ ） ： 《建构开 放合作的 国 际 环境 》 ，

张 蕴岭 主编 ， 第 １３ ６
－

１ ５２ 页 ，
北 京 ： 中 国社

会科 学 出 版社 。

② 樊 勇 明 （ ２０ １ 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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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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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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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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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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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余敏 友 、 刘 衡 （ ２０ １ 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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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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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气候变化治理

对 当前的 国际社会来说 ，
国际气候治理的规则仍在形成过程中 ， 努力 的重心是对 ２０２０ 年

后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做出进一步的制度安排。

１ ． 气候变化的影响评估及应对

极端气候事件的频发使得灾害风险应急及预警管理成为 国 际气候治理领域新的研究热

点 。
？ 最近证据表明 ， 气候变化正通过气温 、

Ｃ０
２

、 降水 、 日 照 、 极端天气事件等对粮食生

产 、 渔业 、 水资源供应 、 能源安全等产生显著影 响 。
？ 如果不采取措施 ， 到 ２０８０ 年 ， 全球农

业生产 力将下降 １５ ． ９％
， 发展 中 国 家 下 降 １ ９ ．

７％
， 南 亚 国 家 损 失尤 为严重 。

？ Ｓｐｒｅｎｇｅｒ

（
２０ １ ２

）

④ 研究发现 ：
预警是环境风险分析中

一

个非常重要 的多调用变量 ， 而环境鲁棒性是预

警的必要条件 ， 应将科学模型的建设 、 评估和使用纳入预警原则中 。 ＩＰＣＣ 第五次报告则从
“

极端气候事件 ＋ 脆弱性 ＋暴露程度
”

角度提出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的重点 。
？

国内研究也证实 ， 中国 的热浪 、 降水指数 、 极端水文事件等的频率 、 强度 、 空间分布和

持续时间正在或将要发生较大变化？ ， 越来越多的人和设施将可能暴露在极端气候下
？

， 并将

影响 中国粮食贸易的规模和结构
？

。 麦肯锡公司预计未来 ２０ 年中 国每年需要投人 ２５０ 亿元人

民币应对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
？２０ １ ３ 年 中 国一些重点 区域的空气污染ｐ

题及其造成

的巨大公众健康损失引起了广泛 的关注 。
？

气候变化也 凸显 了能源安全问题 ， 引发了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技术革新和对新能源的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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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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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Ｉｎｓｔ ｉｔｕ ｔｅ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ｓａｎｄＣｅｎ ｔｅｒｆｏｒＧｌｏｂａｌＤｅｖｅ
ｌ
ｏ
ｐ
ｍｅｎ ｔ．

④Ｓｐ
ｒｅｎ

ｇ
ｅｒ Ｊａｎ．２０ １２ ．

“

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
ｌ Ｒ ｉｓ ｋＡｎａｌｙ

ｓ ｉｓ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ｉｓＥｓｓ ｅｎ ｔｉａｌ ｆｏｒＰｒｅｃａｕｔ

ｉｏｎ．

”

ｑ／

＂

Ｓｃ
ｉ
ｅｎｃｅ

，
８ ．

⑤ 政府 间 气候 变 化专 门 委 员会 （ ＩＰＣＣ ）（ ２０ １３ ）
：


“

气候变 化 ２０ １ ３
：

自 然科学 基础
”

第 五次全球气 候 变

化评估报告
，

９ 月 ２７ 曰 。

⑥ 杨涛
、
陆桂 华 、 李会会 、 何海 、

王 晓 燕 （ ２０ １ １ ） ：
‘ ‘

气 候 变 化 下 水 文极 端 事件变 化 预 测 研 究 进展
”

，

《水科 学进展 》
，
第 ２２ 卷 ，

第 ２ 期 。

⑦ 王伟 光 、 郑 国 光 （
２０ １２ ）

：
《 气 候 变 化绿皮 书 ：

应对 气 候变 化报 告 （ ２０ １２ ） 》 ，
北 京 ：

社会科 学 文 献

出 版社 。

⑧ 孟 赞 （ ２０ １ ０ ）
：


“

气候变 化对 国 际 粮食 贸 易 的 影 响分 析
”

， 武汉 理工大 学 硕士论文 。

⑨ 麦肯锡公司 （
２００９

） ：
“

粮仓 变 旱 地 ？ 华 北 、 东 北地 区 抗 旱 措 施 的 经 济 影 响 评 估
”

。 （ ｈ ｔｔｐ ：
／／

ｃｕｂｅｉｍ
ｇ

． ｚｈｏｎｇ
ｓｏｕ．ｃｏｍ／ １／ １ ２５ ９５５ １ ９４６４８７ １４９０００

－

５８９３５ ６８７ ６．

ｐ
ｄｆ ） ．

⑩ 张 华 、 陈琪 、
谢冰 、

赵树云 （ ２０
１４ ） ：


“

中 国 的 ＰＭ２． ５ 和对流层 臭 氧及 污染 物 排放控 制 对策 的综 合

分析
”

， 《 气候 变化研 究进展 》 ， 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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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又以欧盟的能源安全战略？和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最为典型② ， 并引 起国 内对 中美新能源合

作的关注 。 围绕美国的
“

能源独立
”

战略 ，
展开了有关全球经济格局演变与 国际能源战略合

作 、 清洁能源与再生能源利用 、 中 国能源需求的长期趋势与能源安全形势分析等系列研究？ 。

２
． 国际气候谈判进程的最新进展

２０ １ ２ 年多哈气候大会上通过 《议定书》 修正案 ， 从法律上确保 了 《议定书 》 第二承诺

期在 ２０ １ ３ 年实施。 但结果并不如人意 ， 加拿大 、 日 本 、 新西兰及俄罗斯已明确表示不参加

《议定书 》 第二承诺期 。 发达 国家 （特别是美国 ） 越来越多地抱怨联合 国机制的低效 。 尽管

各国都根据国情设定 自 身相应的低碳发展战略和减排 目标 ， 但全球范 围内 的碳减排成效远低

于期望值 。 联合国环境署 （
ＵＮＥＰ

）２０ １ ３ 年发布的 《排放差距报告 》 显示 ，

２０ １０ 年全球温室

气体排放量已达到 ５０ １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

２０２０ 年预计将达到 ５９０ 亿吨 ，
比 ２０ １２ 年估算的排

放量又高出 １ ０ 亿吨 。 即使所有国家都兑现其雄心勃勃的承诺 ， 到 ２０２０ 年 ， 排放差距仍将在

８０ 至 １２０ 亿吨

２０ １ ３ 年
， 围绕减缓气候变化的德班平 台谈判进程为期 ４ 年 ，

两大议题平行推进 ，

一

是

２０２０ 年后的 国际气候制度安排 ，

二是 ２０２０ 年前的减排行动力度的提升 。 但 ２０ １ ３ 年底结束的

华沙气候大会再次显示 了德班平台 、 资金和损失损害三大核心议题进展之缓慢 。 《 长期合作

行动 》 中 ２０ １ ３
－ ２０ １ ５ 年的援助资金没有得到解决 ， 受知识产权 、 转移成本 、 转移风险和补贴

等因素影响 ， 低碳技术转让依然是谈判无法突破的焦点 。
？

技术机制是国际气候谈判技术开发与转让议题的焦点 。 虽然技术机制实现了在 ２０ １ ２ 年全

面运行的 目标 ， 但成果多局限于程序性问题 ， 促进技术开发与转让的关键议题 ， 由于发展中

国家与发达国家分歧严重久拖未决 。
？

在兑现资金承诺问题上 ， 日本 、 澳大利亚等发达 国家出资意愿大幅减弱 ， 美 国 、 欧盟等

也明显缺乏诚意 。 发达国家在能效技术及低碳能源技术创新方面拥有绝对领先优势 ， 具有长

期主导清洁能源行业的经济潜力？ ， 页岩油／气的成功大规模开采也大大降低 了美国 的减排压

力 ， 而发展中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需求 ， 必然带来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不断增加 ，

并且面临低碳资金和技术方面的巨大障碍 。

多边气候合作机制也面临严重 的信任危机 。 随着各国对国家发展空间和碳排放权的争夺 ，

以及崛起中的新兴大 国与欧美 日 等发达 国家作 为关键的气候治理主体在 国际上如何公平地分

摊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和义务成为国际气候谈判的重点 内容 。 随着 ＩＰＣＣ 第五次评估报告和审

评结果的 出台 ， 排放大国提高减排力度和出资等问题为凸显 。 气候谈判格局凸 现了大国 与小

① 崔 宏伟 （ ２０
１０ ） ：

“

欧 盟 能 源 安 全战 略分析 的 三种理论视角
”

，
《德 国研究 》

，
第 ３ 期 。

② 萨拉 ？ 拉迪斯洛 、 凯兰 ？ 冉 拉
，
乔 内 森 ？ 培辛 等 （ ２０ １ ０ ） ：

“

美 国 的安全低碳能 源经济路径 图
一能 源

安 全与 气候 变 化 的平衡之道
”

， 《 美 国 战 略 与 国 际研 究 中 心 与 ＷＲＩ 研究 报告》 。

③ 李建伟 （ ２０ １ １ ） ：
“

中 国 经济的 中长 期发展前景 与 能源 需求
”

， 《发展研究 》 ，
第 １ １ 期 。

④ＵＮＥＰ ．２０ １ ３ ． ＴｈｅＥｍ ｉｓｓ ｉｏｎｓＧａ
ｐＲｅ

ｐ
ｏｒｔ２０ １ ３ ．

⑤ＩＥＡ（ ２０
１０ ） ：

“

能 源 技术展 望２０ １０

”

。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ｉｅａｏｒ

ｇ
／ ｔｅｃｈｎｏ／ｅｔ

ｐ
／ｅ ｔ

ｐ
ｌ Ｏ／Ｃｈ ｉｎｅｓｅ

＿

Ｅｘ ｅｃｕ ｔｉｖｅ
—

Ｓｕｍｍａｒ
ｙ

，

ｐｄｆ ）
．

⑥ 王 克 、 邹骥 、 学 勤 、 刘俊伶 （
２０ １３

） ：
“

国 际气 候谈判 技术 转 让 议题进展 评述
”

， 《 国 际展 望 》 ，
第 ４

期 。

⑦ 皮 尤 慈 善信托基金会 （ ２０ １ ３ ） ：
“

美 国 占据有 利地位 ：
２０ １ １ 年 美 中清 洁 能 源 贸 易 关 系

”

，

３ 月 研 究 报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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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矛盾 ， 同时并存欧盟 、 美国和
“

７７ 国集团 ＋ 中国
”

三股制衡力量 ， 以及发达与发展 中国

家两大阵营
（Ｄ

。 发达国家在策略上企图颠覆
“

共同但有 区别的责任
”

， 强调中国 、 印度 、 巴西

等基础四 国的减排责任 ， 并在资金援助对象国方面倾向 于将中 国 、 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市场国

家排除在外 ， 谋求从内部分裂发展中 国家 。

“

七十七 国集团加 中 国
”

内部也开始出 现分化 。

小岛 国等因为更敏感于气候变化所致的海平面升高和风暴频繁 ，
也开始对中 、 印等国家在采

取减排和适 当气候变化行动方面提出更高要求 ， 开始向欧盟靠拢 。

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行为体数量和组织种类都有 了极大的增长 ， 但在制度层面 ， 相互之

间的协调以及实施非常薄弱 。
２０ １２ 年墨西哥 ２０ 国集 团峰会把促进绿色增长列为会议的优先

事项之
一

。 除公民社会行为体外 ， 跨国行动 网络 、 私营决策机构 、 政府机构和公私伙伴关系

等新型行为体也涌现出来 。

② 从国 际论坛到各种多边论坛 ， 再经过各国间 网络传播 ， 最后连

接各国 的司法管辖区 ， 如州 ， 县 ， 市 。 气候治理参与群体壮大 ， 包括 民间组织 ， 金融和商业

组织 ，
甚至一些有影响力 的演员和名人 。 从纵面来看 ， 应对气候变化在许多国家的决策层面 、

企业的行动战略和公众的意识 日 益增强 ， 许多国家都制定了低碳绿色发展战略和行动 ， 以降

低二氧化碳排放 ，
但这些努力并不能归功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 。

可以想见 ， 未来各方将继续围绕
“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

原则 的解释 、 减排的模式和 目

标 、 资金来源与治理 、 未来协议的法律形式等方面展开博弈 。
③ 损失和危害 （

ｂｓＳａｎｄＤａｍ
？

ａｇｅ ）是发展 中国家（主要是最脆弱 国家  ）的
一个新 的诉求 。２０ １ ３

年底 的华沙大会对损失和

危害没有做出带有本质意义上的机制设定 。 尽管适应和减缓同等重要 ， 但如何細定全球适应

目标 、 区域 目标 、 国家 目标和地区 目标 ， 仍然没有量化的标准 ， 在 ２０ １５ 年新的条约 中对适应

问题进行表述还需要很长的讨论 。

３
． 国际气候治理理论与实证研究进展

国际气候治理研究主流派别是低碳经济和气候变化经济学 ，
强调经济利益是

一

国参与国

际谈判的重要因素 。 研究 内容涉及排放情景 、 实现温升 目标的排放空间及其分配方案 、 温室

气体减排的路径及手段研究 、 国际气候谈判机制 和合作 、 适应气候变化的经济学与政策等 。

近几年来的研究集中在 ：

（
１

） 温室气体减排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
气候变化问题对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边界以及分析范式都提 出了严

峻的挑战 。 气候变化问题解决之复杂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对如风险 、 不确定性 以及贴现等一

些最基本的经济学概念进行重新审视 。 研究方法上国外研究将灰色关联分析法 、 数据包络分

析法 、 投人产出法以及对人 口经济学 中 Ｌｏｔｋａ
－ Ｖｏｌ ｔｅｒｒａ 模型创新性的应用到气候变化经济学

的框架中 。 Ｍｕｌｌｅ ｒ等 （
２０ １ １

） 建立了将环境外部性纳人国 民经济核算体系 的模型框架 。
Ｎｏｒ

－

ｄｈａｕ ｓ
先后推 出 了ＲＩＣＥ

－

１９９９ 、 ＤＩＣＥ
－ ２００７ 、

ＲＩＣＥ
－ ２０ １０ 、

ＤＩＣＥ
－ ２０ １ ３等不 同改进版本以

评估气候变化 。
Ｍｕｌｌｅｒ 等 （ ２０ １ ３

） 讨论了如何运用拉姆齐式为组织原则 ， 如何确定成本
一

收

益的长期贴现率 ， 折现率是否应该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下 降 ，
以及贴现率如何在代 内和代际间

① 于宏 源 （
２０ １ ２

） ：
‘ ‘

析全球 气候 变化谈 判格局 的新变 化
”

， 《现代 国 际关 系 》 ， 第 ６ 期 。

② 戴 维
． 赫 尔德 、 安 格斯

？ 赫 维 、 谢 来 辉 （ ２０ １ ２ ） ：
“

民 主 、 气 候 变 化与 全 球治 理
”

， 《 国 外理论 动

态》 ， 第 ２ 期 。

③ 潘家华 、
王谋 （ ２０ １４ ）

：


‘ ‘

国 际 气候谈 判 新格 局 与 中 国 的 定位 问 题探 讨
”

， 《 中 国人 口
、 资 源 与 环

境 》 ， 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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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等重要议题 。 张友 国 （
２０ １ ３

） 结合可计算
一般均衡模型和蒙特卡洛方法 ， 模拟了要素 －

能源替代不确定情形下这两种约束对中 国经济总量 、 碳排放总量 、 碳排放强度及边际碳减排

成本的影响？ 。 彭水军等 （
２０ １３

） 基于 （进 口 ） 非竞争型投人产 出模型和结构分解法分析了

包括居民部门行为因素和生产部门行为因素在内的七大因素对消费碳排放变化的影响 。
②

国际气候治理的另
一派别引入国际政治经济学、 公共选择等学派 的相关理论 ，

研究各国

政治体制 、 民主程度等政治制度和利益集团博弈过程对各国参与国际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 。
③

也有研究将政治和经济角度相结合 ， 探讨气候治理的法律制度框架 、 利益平衡 、 不 同层次主

体关系等问题 。 托马斯认为碳减排的差异性及不公平性矛盾主要 由 利益分配引起 。
④ 国 内学

者综合检验了减缓成本 、 生态环境脆弱程度 、 民主及贸易等变量的影响力 ， 刘昌义 （
２０ １２

）

？

发现影响国际气候合作的主要影响因素仍然是减排成本 。 张海滨则认为减缓成本 、 生态脆弱

性和公平原则是影响中国 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立场的三个基本变量 。

（
２

） 温室气体减排路径及手段实证研究

近几年来 的研究显示 ， 政策工具的数量有所增加 ， 从碳市场到可再生能源配额 ， 以及研

发投入？ ，
知识产权改革 ， 以及碳基金和碳货币等？ 。 国 内学界对碳金融市场 的研究也进人 了

一

个新的阶段 。 相 比较而言 ， 国外碳金融市场已经具有相当规模 ， 国外学者在碳金融领域的

研究不仅在时间上领先
一步 ， 而且在研究 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也优于国 内 。 国 内 由于碳金融

传播时间较短 ，
相关主体对碳金融的认知深度还不够 ， 加之国 内金融制度 、 金融体系和市场

机制等方面与国外相比还不健全 ，
有关碳金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均 比较滞后 。 大多学者从我

国碳金融发展的现状 、 问题及对策角度对碳金融展开研究 ， 较少涉足碳金融的 系统性理论研

究 ， 比如碳金融定价 、 碳金融运行机理 、 风险识别与管理等 。

资金与低碳技术转让既是气候谈判 中的重要议题 ，
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问题 。 乔晓楠

和张欣 （
２０ １ ２

）￥ 借助古诺竞争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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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如何充分利用外资 ， 吸收 ＦＤＩ 所带

来的先进低碳技术 ， 促进我国低碳技术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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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 ， 生物多样性？
， 公共卫生 ， 渔业 、 耕地？ ， 能源安全和就业创造 。

气候变化损害的司法鉴定成为热点 ， 包括对空气污染气体的损害 、 排放责任和以此为基

础对温室气体排放的诉讼责任如何界定因果 、 区分原告被告等 。

（ ３ ） 对国际气候
“

公平
”

的进一步探讨
“

公平
”

是国际气候治理中 的一个关键问题 。 在 《京都议定书》 生效前 ， 对公平原则的

讨论主要是方法学的尝试 ， 分配的对象是减排量 。 随着气候变化科学认知的深入 ， 碳排放权

作为
一

种新的分配对象进入了经济学者的视野 。 碳排放权分配方案实际上是
一

种所有权分配

方案 ， 其基本构成要素有分配总量 、 分配标准和分配结果 。 对总量的计算方法 、 分配标准 的

设定不 同 ， 会直接影响到分配结果 ， 其中保证分配标准的公平性是影响分配方案的重要环节 。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 ，
Ｇｉｎ ｉ 系数 、

Ｔｈｅ ｉｌ 指数 、
Ｋａｂｖａｎｉ 指数 、 变异系数等都在

一

定程度上解释

碳排放 的不公平性。 实证层面碳排放不公平性的研究可以分为 ３ 个层面 ：
国 际或地 区间碳排

放不公平性 、 人际碳排放不公平性以及代际的碳排放不公平性 。

潘家华等 （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ａ？ ，２００９ ｂ？ ） 区分了 国际公平与人际公平的碳排放概念 ， 比较

测算了不同 国家人均累积碳排放在全球历史和未来排放总量 中所 占 的 比重 ， 指 出减排责任的

分担 ，
必须综合考虑各国 的历史责任 、 现实发展阶段和未来发展需求 。 并提出 了碳预算的概

念和方法 ， 研究和 分析 了 碳预算作为 国 际 气候制 度设计的公平和可持续含义 。 樊 纲 等

（
２０ １０

）

⑦ 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
“

共同但有区别的 责任
”

原则扩展为
“

共同但有区别

的碳消费权
”

。 腾飞 （
２０ １２

） 发现 ， 部分国际机构采取 的
“

基准情景
”

定义低估了发展 中国

家在
“

基准情景
”

下 的排放路径 ， 建议采用固定基年的
“

无措施情景
”

来定义
“

基准情景
”

，

以设定客观的评价基准 ， 公平地评价发展 中国 家的减缓努力 。 田慧芳等 （
２０ １２

）

？ 进一步拓

宽了当前对全球
“

碳公平
”

的认识 ， 并通过数值模拟技术 ， 分析 了印度和中 国等新兴温室气

体排放大国在国 际环境治理中的处境和角色？ 。

气候行动网络 （英文简称 ＣＡＮ
） （

２ ０１ ３ａ
）

？ 提出量化公平原则和进行公平分配的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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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指标 ： 适当 、 责任 、 能力 、 发展需求和适应需求 。 公平原则正在被间接纳人气候融资协

议 中 。 根据气候变化行动 网络 ，
金融和技术是达成公平协议的关键 （

ＣＡＮ
，

２０ １ ３ｂ
）

？
。 而发

达国家强烈反对将
“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

作为
一

个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原则 ，
而要求增加各

方责任的统
一

性 ， 将责任和能力等同起来 （
Ｄｅ ｌｅｕ ｉｌ

，２０ １ ２？
；Ｈａｒｒｉｓ＆Ｓ

ｙｍｏｎｓ
，２０ １ ３？

） 。
Ｃ

ｉｐ
－

ｌｅｔ
，
Ｒｏｂ ｅｒｔ ｓ 和 Ｋｈａｎ （

２０ １３
）

？ 的研究发现 ， 在实践中 ，
适应性融资到 目前为止更多反映的是

发达国家的利益 ，
而不是缔约方所接受的公正原则 ，

其原因在于
“

所承诺和发放的资金与实

际的资金需求之间存在越来越大的缺 口
”

。

（ 二 ）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展综述

１ ． 货币 国际化的影响因素

Ｄｅｖｅ ｒｅｕｘ 等 （ ２０ １ ３ ）

？１ 构造了
一

个关于交易货币 （
Ｖｅｈｉｃｌ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 的动态

一般均衡模

型
， 研究了交易 （ 国际 ） 货币 与现有货币数量 、 交易货币 国经济规模 、 交易货币 国货币政策

的关系 。 研究发现 ， 交易货币 的存在有利 于降低货币 交易的平均成本 ， 但是只有存在较多国

家并且交易货币 国经济规模比其他国家大得多时 ，
这种成本的节约才足够大 。 同 时 ， 如果交

易货币 国通货膨胀较高 ， 其他国家会逐步放弃使用交易货币 ， 并寻求其他货币充当交易货币 。

蒙震 、 李金金 、 曾圣钧 （
２０ １ ３

）

？ 以 Ｃｈｉｍｉ＆Ｆｒａｎｋ 模型为基础 ，
以国 际外汇储备的币种

结构作为衡量
一

国货币 国际化程度的指标 ，
选取货币 的收益水平 、 收益 的波动性 、 通货膨胀

率 、 货币 发行国 的经济规模 、 贸易规模等指标 ， 采用广义矩估计 （ ＧＭＭ ） 方法对影响货币 国

际化的 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 其研究发现 ：
第一

，
货币使用惯性是影响国际外汇储备币种结构

的重要显著性因 素
；
第二 ， 贸易规模 、 经济发达程度 、 军事力量是影 响本国货币 国际化的重

要因素 ； 第三Ｊ货币币值的稳定性是促进货币 国际化的显著性影响因子 。 在此基础上 ， 从扩

大贸易规模 、 促进经济发展 、 保持人民币价值稳定等角度提出 了促进人民币 国际化的建议 。

张志文 、 白钦先 （
２０ １３

）

？ 在控制货 币国 际化长期决定因 素如经济实力 、 金融发展 、 货

币惯性等基础上以澳元为例 ， 考察了汇率波动对货币 国际化的影响 。 研究发现 ，
澳元对美元

较大的汇率波动性对澳元 国际化具有统计上显著的不利影响 。 因此
，
汇率波动性过大的货币 ，

将可能更多地成为外汇市场上的
“

投资货币
”

， 甚至成为
“

投机货币
”

，
而其在贸易结算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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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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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 ， 第 １０ 期 。

⑦ 张 志 文 、 白 钦先 （ ２０ １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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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 率波 动 性 与本 币 国 际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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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储备中的份额可能会非常小 。 因而在推动本币 国际化的进程 中 ， 增加汇率的弹性是重要的 ，

汇率波动性过大将不利于本币 国际化 ， 中央银行维持汇率的相对稳定仍然是重要的 。

丁一兵 、 钟阳 （
２０ １ ３

）

？ 通过构造二维交换结构矩阵以及三维交换结构数组 ， 并运用
一

般 ｌｏｇ ｉ ｔ 和面板 ｌｏｇ ｉｔ 模型对基于交换结构矩阵的货币 国际化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 。 研究结果

表明 ： 双边贸易份额和两国 间的地理距离是货币 国 际化的重要影响 因素 ， 其中双边贸易份额

是影响货币 国际化进程的最重要 因素 ， 并且双边贸易份额越大 ， 市场国对既定货币 的需求量

越大 ；
而两国间的地理距离越小 ， 既定货币在市场国的交易量越大 。

有关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因素是货币 国际化研究的
一

个长期问题 ， 现有的研究一方面重新

挖掘新的影响货币 国际化的因素 ， 另一方面是利用不同 的实证研究方法与研究案例来总结各

因 素与货币 国际化的关系 。 已有的国 内研究主要是通过研究货币 国际化与各影响 因素 的关系

为人民币 国际化提供建议。 从 目前实证研究方法来看 ，
现有研究为突出 自 己研究需要 ， 在各

个变量的选择上 尚不统一 ， 在实证方法上也各有千秋 ， 但大体上研究结论与已 有研究结果

相符 。

２
． 现行国 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

国际货币体系包含国际储备货币 、 汇率制度 、 国际收支 、 国际资本流动等 。 全球金融危

机的爆发再次暴露了现行体系的缺陷？？ 。 有学者认为金融危机之后 的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研究

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 ： 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 、 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

（高海红等 ，

２０ １ ３
）

？
。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 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 国际储

备货币体系改革 、 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 、 全球资本流动管理 。

（
１

） 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２０ １０ 年 ，
ＩＭＦ 、 世界银行启动新

一

轮治理结构改革 。 世界银行宣布将在 ２００８ 年第
一

阶段

发言权改革的基础上 ， 推进第二阶段改革？ 。
２０ １０ 年 １ １ 月 ，

ＩＭＦ 理事会也 同意进行一系列治

理结构改革 ， 包括 ＩＭＦ 的份额翻倍 、 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 国家份额 、 改革份额公式 、 提高

执董会的合法性和民 主性等 。
？ 但是改革由 于遭到美国拖累而被

一

再推迟和拖延 。

陈天阳 、 谭玉 （
２０ １ ３

）

⑦ 指出 ＩＭＦ 份额与投票权存在如下弊端 ： 资金总规模不足 、 份额

分配不均衡 、 基本投票权的作用受阻 、 份额公式不合理 ， 特别是 ２０ １ ０ 年份额与治理改革难以

得到执行 ， 妨碍了ＩＭＦ合法性 、 有效性和可靠性 。 为此 ，
其从投票权制度和份额公式两方面

进行完善 。 投票权制度方面 ， 应完善基本投票权制度 、 改革加权投票制度 ， 同时引进分类表

决制等 。 份额公式改革方面 ，
应调整现有公式变量 ， 增加新的变量如人 口变量等 ，

重启份额

① 丁
一兵 、 钟 阳 （

２０ １３ ） ：
“

货币 国 际化 的 影 响 因 素 ： 基于交换 结构矩 阵 的 实 证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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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评审小组等 。

（
２

） 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

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大致分为超主权货币方案和储备货币 多元化方案 。 超主权货币方

案的焦点在于特别提款权 （ ＳＤＲ ） 以及改 良的金本位制 。 由 于涉及各国 的政治意愿 ， 超主权

货币方案需经过长期 、 持续大量的努力才能实现 。 尽管直接实施超主权货币存在困难 ， 但是

对超主权货币特别是 ＳＤＲ 进行完善 以在国 际货 币体系 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却是可行的 。 钱文

锐 、 潘英丽 （
２０ １ ３ ）

① 探讨了人民币加人 ＳＤＲ 货币篮的可行性 ，
其研究发现 ， 将人民币 加人

ＳＤＲ 货币篮将减少其对主要货币的短期波动性 ， 并将有利于 ＳＤＲ 定值的长期稳定性 ；
以 ＳＤＲ

对黄金和石油等大宗商品定价可以与 以美元定价时相 比有效降低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性 。 因

此 ， 国际货币体系需要人民币加入 ＳＤＲ
， 这将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国 际货币体系改革中 的战略

主动性 。 赵冉冉 （
２０ １ ３ ）

② 通过模拟和 比较在多期条件下人民币 加人 ＳＤＲ 前后我 国外汇储备

资产的表现 ，
证明 了人民币加人 ＳＤＲ 可 以为我国创造

一

种有益的外汇储备投资工具 。 但是根

据现阶段的发展状况 ， 人民币仍与储备资产标准 （ ＲＥＣ ） 要求存在较大的差距 ， 因此 ， 按现

在的发展速度人民币到 ２０ １５ 年还无法加入 ＳＤＲ 。

一
^

促进储备货币 的多元化可以有效提升 国际货 币体系稳定 ，
主要原 因如下 ： 首先 ， 美元衰

落的长期过程中 ， 超主权储备货币 的诞生随着市场演进实现 ；
第二 ， 伴随世界经济

巧
力 的多

极化趋势 ， 许多经济体对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的诉求 日 益强烈 ；
第三 ， 多极化的 国际货币 体

系有助于通过引 人约束纪律 ， 规范储备货币 发行 ， 减少货 币 引 发的经济风险 （ 高海红等 ，

２０ １ ３
）

③
。 欧元以及亚洲货币例如人民 币在改变美元单

一货币 一统天下 的过程 中将发挥重要

作用 。

（
３

） 全球金融安全网与监管

ＦｅｍＡｎｄｅｚＴＡｒｉａｓ 等 （
２０ １２

）

④ 指出 ， 从新兴市场国家来看 ， 全球金融安全 网尚有许多不

足 ， 重新建立
一

个国 际最后贷款人制度不太现实 ， 较为可行的方案
一

是加强 ＩＭＦ作
巧
最
＾
贷

款人的作用⑤ ，
二是加强全球货币互换网络建设？

。 鲁茉莉 （
２０ １３

）

⑦ 指 出现存的 国际金融安

全网包含四个层次 ： 自 我保险 、 双边协议 、 区域融资安排和全球融资安排 。 加强 国际金融安

全网的重点在于后两个层次 ， 但是这两方面却存在金融救助资源的数量不够充足和获取救助

资金的途径不够灵活等缺陷 。 加强 国际金融安全 网需要促进各层次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
并进

一

步增强 ＩＭＦ 的融资能力 ，
后者要求推进 ＩＭＦ 治理改革 ，

以增加总份额和新兴经济体的份额

① 钱文锐 、 潘英 丽 （ ２０ １ ３ ） ：
“

ＳＤＲ 需 要人 民 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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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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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 ，
第 ３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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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 。 此外 ， 还需要有
一

种机制来平衡危机救助机制的灵活性与有效控制道德风险这两个 目

标之间 的矛盾关系 。

许多学者认为 ，
监管套利或者说监管机制在各个监管辖 区的不一致 ， 是造成危机 的重要

原因 ，
因此

，
监管改革强调对监管套利行为的约束 。 ＦＳＢ 于 ２０ １ ０ 年 ３ 月 开始 了

一

项新的计

划 ，
要求所有成员 国或地区在监管方面加强 国际合作和信息交流？ 。 根据 ２０ １ １ 年 ４ 月 的进展

报告 ， 已经有 ６０ 个监管辖区开始对本地区的监管系统进行系统性的评估 （
ＦＳＢ

，２０ １ １
）

？
。

王达
（
２０ １ ３

）

？ 认为现行 国际金融监管框架的 根本缺陷不在技术层面 ， 而在议事 规则 、

治理结构以及实施效率等非技术层面 。 在现行框架下 ，
国际金融监管规则 的制定取决于美国

的意志以及主要发达 国家之间利益诉求的平衡 ， 新规则的实施效率也取决于博弈进程的缓急 。

主要发达国家在执行巴塞尔 ＤＩ过程中的博弈与角力充分说明 ， 即使从技术层面看是最优的监

管举措 ，

一旦其与核心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 ，
也会在实施过程 中被

“

放水
”

， 从而无法真正

发挥效力 。 因此 ， 在有效协调各国利益的基础上落实监管新规 比纠正技术缺陷更重要 ，
也更

复杂和困难 。 孙立行 （ ２０ １３ ）

？ 认为中 国应抓住国 际金融监管体系改革 的机遇 ，
积极参与国

际金融监管合作 ， 在为全球金融稳定做出贡献的同时 ， 提高 自 身应对金融风险的经验和能力 。

具体策略包括应通过与国际性多边金融组织的合作 ， 推动有约束力的 国际金融监管协议和全

球统一的法律监管框架的确立
；
加强与国 际金融监管机构各成员 国 间的信息共享 ；

加快调整

与改革现行的国 内金融监管体制等 。

（
４

） 全球资本流动管理 、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 ，

ＩＭＦ 着手设计资本流动管理 （ ＣＦＭ ） 的系统性政策操作框架 ， 提

供了三种针对资本流动的可供选择工具 ： 宏观经济政策操作 、 宏观审慎监督操作和资本管制 ，

在不同情况下通过特定政策或政策组合对资本流动进行管理 。 管理的整体原则是 ，
根据资本

流人的不同渠道 ， 应首先使用宏观经济政策和审慎监管政策 ， 但如果这两个政策无效或会对

本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 则可以考虑使用资本管制措施 。

为缓解资本大规模流动 ， 多个国家提议开征金融交易税 。 Ｇ２０ 在 ２００８ 年曾考虑过这
一提

议 ， 但是并未获得所有国家支持 ， 欧盟是金融交易税的支持者 。 ２０ １ １ 年 ９ 月
， 欧盟委员会提

议从 ２０ １４ 年开始在欧盟成员 国 内征收金融交易税 ， 在此基础上法国于 ２０ １ ２ 年 ８ 月 率先在全

球开征金融交易税 。 除征收金融交易税外 ， 对于大部分国家而言 ， 加强资本管制成为
一

个迫

不得已的方法 。 张怀清 （
２０ １ ３ ）

？ 指 出发达经济体宽松货币政策 的实施和退 出引 起的全球流

动性无序流动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带来冲击 ， 在 目前的国 际经济金融格局下 ， 新兴市场经济体

及其他发展 中国家货币政策空间选择有限 ， 加强资本流动控制成为可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 。

总体来看 ，
２０ １ ３ 年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展不大 。 由于美 国 国会的阻挠 ，

ＩＭＦ２０ １ ０ 年份额

０ＦＳＢ ．２０ １ ０ ．Ｐｒｏｍｏｔ 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Ａｄ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Ｉｎｔ 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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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王达 （ ２０ １ ３
） ：

“

美 国 主 导 下 的现行 国 际 金融 监 管 框架 ： 演 进 、 缺 陷 与 重 构
”

， 《 国际 金融 研究 》 ， 第

１０ 期 。

④ 孙立行 （ ２０ １ ３
） ：

‘ ‘

国 际金 融发展 新格 局下 的 中 国金融 监 管 改革 战 略研 究
”

， 《世界经济研 究 》 ， 第 １ ２

期 。

⑤ 张 怀清 （ ２０ １ ３ ） ：
“

宽松货 币 政策 与 新兴 市 场经济体 的政 策选择
”

， 《 国 际 金融 研究 》 ，
第 １０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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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治理改革方案再次延期 ， 发展中 国家和新兴市场国 家地位与话语的提升有待 步落实 。

２０ １ ３ 年底美联储宣布启 动量化宽松政策退 出 ， 国 际资本流动局势动荡加剧 ， 国际金融监管和

国际资本流动管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 二十 国集团 （
Ｇ２０

） 有关国际货币 体系改革 的讨论

有所式微 ， 国际组织尤其是二十国集团在推动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面进展不大 。 目前国 际货

币体系进
一

步改革仍存在较大阻力 ， 改革必然不会
一帆风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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