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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全球治理之殇？1

2018 年将是一个被人类历史记住的年份，这一年国际社会引以为傲的全球

治理事业陷入空前的未知、迷茫与失落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深

刻反思战争的危害，竭力建立起一个基于秩序的世界，为人类历史带来了短暂几

十年的发展、稳定与繁荣。然而，正当国际社会已经习惯于这个基于秩序的繁荣

世界之时，2018 年像一记响亮的“巴掌”打醒了期盼更美好生活的人们。这一

年，区域层面，英国脱欧依然蹒跚而行，虽多见艰难，但补充不曾回头；更有甚，

在全球层面，全球经济治理重要一环的贸易领域内，多边秩序被特朗普执政的美

国政府置若旁骛，主要经济体之间硝烟弥漫。

来自霸权国美国的“逆流”汹涌

特朗普政府抛弃承诺、 “另起炉灶” 、破坏秩序 ，骤然加剧了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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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字。所谓抛弃承诺不履行国际义务说的是，特朗普一再声称、威胁或直接退出

诸多国际多边组织，加剧了原本就困扰于全球公共产品赤字的治理现状。除了巴

黎气候协定、伊核协定，特朗普甚至多次威胁退出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秩序之根本

的 WTO。“退出”成为 2018 年的国际形势高频词。然而，不同于历史上我们熟

悉的退出，此次要求退出多边秩序的恰恰是这套秩序的主要倡导者、建立者、维

护者和主导者：美国。

除了退出，“另起炉灶”也是特朗普政府破坏现有全球治理秩序的重要手段。

撇开已有秩序另搞一套的行为主要包括了发起“新美－墨－加协议”（USMCA）、

跟欧洲洽谈新自贸协定等。最为显著的表现是，美国力推的这一系列新规则体系

含有明显的排他性条款，刻意将中国排斥在该体系之外。例如，“新美－墨－加

协议”第 32 章第 10 款第 4条规定：“任何缔约方与非市场经济国签订自贸协定，

应允许其他缔约方在六个月通知后终止本协定并以（新）双边协定取代本协定”。

以往是美国无端指责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企图“另起炉灶”，塑造所谓

的平行体系，而如今真正“撕裂”统一的现行治理体系的恰恰是美国自己。

更为明显的破坏秩序之举表现为美国从秩序的执行层面“釜底抽薪”，例如，

美国阻碍 WTO 仲裁机制的正常运行，手段是直接表态将不支持 WTO 下设上诉机构

大法官的增补或连任申请。就 WTO 上诉机构的组织架构设计而言，原本是常设七

位法官，而保障上诉程序的合法性则要求三位以上的法官同时出席案件的审理。

一方面，美国阻碍 WTO 启动新法官的甄选程序，使本来的法官缺口无法被及时填

补；另一方面，美国否认将支持到期法官的连任申请，而这意味着本来就仅剩四

位法官的上诉机构不仅是难以维持惨淡经营，而且很可能因为任期将至的法官无

法连任达不到法定人数，从而陷入全面瘫痪。美国的阻碍行为完全可以是程序性

的，但却从根本上将 WTO 置于职能瘫痪的尴尬境地。这将意味着 WTO 无法处理上

诉案件，仲裁机制即使依然运行，也实则名存实亡。

2018 年，来自霸权国美国的“逆流”汹涌，冲击着全球治理秩序的稳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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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从整体看，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开始质疑全球化，参与治理意愿下降。特

别是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政府开始怀疑全球治理的规则体系，认为是该体系下的

部分规则之不公平导致了美国的衰落，或至少是目前相对不利的国际贸易地位。

美国不仅是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意愿大为下降，乃至着手反对和破坏这套治理秩

序。人们开始担心二战后逐步建立、完善和成型的这套全球治理机制以及在其治

下相对稳定的世界秩序正在慢慢“褪去光芒”，取而代之的是被一片黯淡笼罩的

未来世界图景。

全球治理：大国能否回归基于规则的良性竞争

随着守成国和上升国之间的矛盾“溢出”到全球治理领域，美国表现出的保

护主义、孤立主义乃至霸凌主义无不伤害着全球化编织出来的复合相互依存与合

作治理精神。特朗普政府诉诸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让世界感受到“逆全球化”而

行的势头。然而，在美国采用报复性关税乃至贸易霸凌主义在全球追求对等贸易

之时，人们不得不提出疑问，美国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实现对等贸易明显是具有不

可操作性、不现实的。即使退一步讲美国实现了对华贸易顺差，也一定与世界上

其他具有替代性贸易的国家之间再次萌生出贸易逆差。贸易逆差的出现取决于市

场选择、劳动力价格、价值链构建等客观条件，以及以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等深层次原因。如此，特朗普政府的贸易霸凌主义不但冲击了

复合相互依存基础上形成的全球价值链，更有甚的是损害了公正、互惠、透明、

自由等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精神。随着特朗普政府对华、对诸多其他

相关国家采取贸易霸凌主义之际，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个老牌霸权国对全球化

的质疑，更是对维系世界经济稳定、有序和增长的全球治理基本理念的践踏。大

国之间在过去形成的、基于秩序的、有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似乎在逐渐失去生命

力，取而代之的是多边框架外的冲突的蔓延与升级。

随着大国关系的对抗性因素上升，国际社会逐步完善、调试和升级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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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步伐开始受阻。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新问题、新领域涌现，原有全球治

理体系由于未曾涵盖这些新元素有效性下降，因此改革与升级即成治理秩序具有

可观必然性；此外，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希望提高参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改

善原有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同样重要。因此，全球治理体系恰逢一个历史节点，步

入一定的调试期。然而，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供应国，中美等核心大国之间

的摩擦、冲突乃至对抗很可能延误这一调试进程，甚至使全球治理陷入短期的无

序、赤字乃至后退。全球治理需要激励各国特别是核心大国参与治理，提供足量

公共产品，共同保障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和全球增长等全球问题得以及时有效的

治理。然而，当核心国家之间失了和气，理性思考的空间受到形势的挤压，冲突

骤然升级，就很难保障它们继续持有充足动力在诸多全球事务上携手前行。如此，

全球治理事业则可能陷入公共产品赤字的僵局。在这个意义上，中美关系与全球

治理的未来息息相关。作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两个行为体，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

将最终决定全球治理的未来图景。从双边和多边来看，现状皆不容乐观：一方面

是美国对华发起报复性关税等贸易霸凌主义行为，破坏了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与

秩序；另一方面是美国针对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设置排他性原则，刻意“另起

炉灶”、自拟规则、自行其道，让全球治理秩序（以国际贸易秩序为代表）面临

难挡“支离破碎”风险之势。

美国刻意地逆全球化而行，无视全球治理的承诺与义务，很可能再次将世界

拖入曾在 1930 年出现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加剧当下治理赤字、发展赤字与

和平赤字的状况。人类历史不乏对无序、冲突与战争的惨烈记忆。回首过往，各

国有必要深思该如何避免一个无序的世界、一个“丛林法则”横行与彼此非理性

伤害的世界。一个无序的世界不仅无法确保经济增长，甚至可能导致历史倒退，

再度重温那段经济停滞、社会倒退和战争连连的惨痛记忆。深谙这种倒退的风险，

各国，尤其是国际社会主要大国，亟需停止“一来一往”的过招，终止“伤敌一

千，自损八百”的非理性冲突，亟需冷静思考如何将矛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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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守成大国，面对一个实力不断上升的中国，美国显然有些认知失调。由于没

有学会与一个上升的中国打交道，特朗普政府把这种认知失调转化为敌视、排斥

与遏制，仅仅看到矛盾与冲突的一面，看不到两国之间良性竞争与合作的重要性。

美方单方面不断升级冲突的行为，扰乱了全球治理秩序，将破坏全球整体利益，

也关闭了两国通过良性竞争，谋求双赢的大门。

二战后的世界经济增长、稳定与繁荣皆得益于各国对多边国际规则的尊重与

践行，因此，只有将冲突放置在多边规则体系之下，才有助于真正讨论和解决问

题；此外，只有回归多边规则，才能有效“规制”大国行为，培育良性竞争关系，

求同存异，共谋发展。综上，2018 将会成为一个被全球治理研究者记住的年份，

因为在这一年中美关系为代表的大国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质变，且两者能否

有效管控风险、回归多边、重塑基于规则的良性竞争关系，也将最终决定全球治

理事业何去何从。I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