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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关于当前的国际形势与全球治理* 
 

张宇燕** 
 

【内容提要】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将历史分为长、中、短三个时

段，每个时段可以观察到的影响历史走向的核心变量各有不同。借助这一划

分方式可以发现，长时段的气候变化，中时段的产出水平、技术进步和人口

结构的变化，以及作为短时段标志性事件的乌克兰危机同时出现，使当今时

代面临三个时段叠加共振的“巨变”状态，表现为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

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的加重。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报告中也指出，“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

人民的选择”。要有效应对全球治理赤字，制度建设至关重要。通过国际协

调建章立制，加强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才能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正确方

向改善，从而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做出正确的选择。 

【关键词】气候变化  人口问题  技术进步  乌克兰危机  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D815【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3)03-0003(21)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

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

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①。在 2018 年中央外事工

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

                                                        
* 本文根据张宇燕所长 2022 年 11 月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整理而成，经作者同意由《俄

罗斯研究》杂志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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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

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

第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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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角色观”①。其中，历史的分析对理解国际形势非常重要。大局观强调

的是抓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角色观则一定要将自身与当今国际形

势相联系，理解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形势。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研究了人类历史上的 21 个文明。在不同地区

出现过的众多文明中，有的出现较早，有的出现较晚，其中很多文明在漫长

的历史进程中消亡了。在研究文明的起源、发展和衰败之后，汤因比提出了

“挑战-应战”模型。②基本结论是，文明总是遇到挑战，如果成功应对挑战

并在应对挑战过程中有创新和发展，这个文明就能繁荣昌盛；如果被外敌入

侵、自然灾害等挑战击垮，这个文明就会衰亡。还有的文明将全部能量用于

应对挑战，虽然没有被击垮，但是同时它已经没有额外的力量去发展自己，

文明因此而停滞。以中华文明为例，为什么会在黄河流域而不是长江流域发

展起来？因为长江流域自然条件要比黄河流域好很多，在那里，人类的生存

要比在黄河流域容易，不会遭遇强烈的挑战。而要想在黄河流域生存，则必

须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因此中华文明才在那里发展兴盛起来。 

修昔底德认为，历史的意义主要是揭示人性。事物易变，但人性是不变

的。③目前，虽然人类经历的事情，享受的物质财富以及生活水平与几千年

以前完全不同，但是人性并没有发生变化。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将历史分

为长、中、短三个时段。④首先，长时段跨度大概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长时

                                                        
①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年，

第 538 页。 

② 参见[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5 年，第 37 页。 

③ [古希腊]修昔底德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岩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第 45-48 页。 

④ 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北京：中央编

译出版社，1997 年，第 173-204 页。布罗代尔夫人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

海世界》的中译序中也有相关论述：“非常缓慢的、几乎世代不变的历史，以几乎不变

的地理景观和某些文明的传承强加于所有人类集团——这就是布罗代尔经常称作‘长时

段史’的东西；变化较为迅速、尽管还是节奏缓慢的历史，以几个十年的长周期，40 年、

50 年，改变着有时是动荡着国家、社会和精神生活的循环的历史；最后，是飞快变化的

历史，每天充满多变的事件，可以说是我们在每天的报纸上看到的历史，在西米昂之后，

布罗代尔将这传统的历史称为‘事件’史。”[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菲利普二世

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唐家龙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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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中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要素包括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

传统。这些一经形成，几百年都不易改变。就人类个体来讲，对长时段要素

可以发挥或实施影响的主动性很小，一些学派或教派将其归于“宿命”。这

个时段尺度下的要素变化缓慢，对历史进程则产生深刻影响。其次，中时段

涉及的时间跨度从几十年到一百多年不等，影响历史的变量包括人口、产出、

工资水平、价格、技术、制度等，一般是几十年中会表现出变化。最后，短

时段指的是影响的时间跨度比中时段更小的时间序列上的事件，包括革命、

条约、地震等。人们在经历它时，觉得轰轰烈烈、影响很大，但是从历史学

家的大尺度或超大尺度去回溯，大多数事件的影响转瞬即逝。 

当今时代面临三个时间尺度中关键因素的叠加。长时段的气候变化已经

变成十分紧迫的问题。中时段的产出水平、技术革新和人口结构变化产生的

影响很大。短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乌克兰危机以及美国和西方国家对此的反

应。三个时段中的关键变量集中在一起同时发生，推动人类站到了历史的十

字路口。 

 

一、长时段的气候变化问题 

 

在长时段尺度下，当前人类经历的最重要的变化在气候方面。托比·奥

德在《危崖：生存性风险与人类的未来》一书中指出，以前人类的作用只是

加速或者延缓某段历史进程，但是 1945 年人类有了核武器，便拥有了自我

毁灭的能力。而今天，除了核武器之外，人类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其中之

一是气候变化。另外一个是工程化病原体，即人工制造病原体，再则是人工

智能的出现。人工智能并不是机器人，而是一个系统，它隐藏在世界各地的

计算机中自我学习，掌控人类的资源、隐私，最后可能获得支配性权力。奥

德指出，这些风险的叠加，导致在未来一百年中人类可能会自我毁灭的概率

达到了六分之一。①在这几个风险中，气候变化问题至关重要且紧要。联合

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21 年 8 月发布了《气候变化（2021）：

                                                        
① 参见[澳]托比·奥德著：《危崖：生存性风险与人类的未来》，韦斯琳译，北京：中

信出版社，2021 年，第 115 页，第 122-128 页，第 140-142 页，第 164-1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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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基础》。①这份报告用自然科学的大量数据论证了气候变化的影响。

报告指出，随着全球变暖，2021 年出现的各种极端气候如酷热、洪水、山

火等，将成为未来 30 年的常态。2022 年 9 月，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大会

上提出，洪水、干旱、热浪、极端风暴和山洪等情况变得越来越糟，并以惊

人的速度打破纪录。问题的关键是，这些灾难不是天然的灾难，它们与人类

活动息息相关。即使人类马上采取行动，大幅度减排，未来 30 年全球总升

温也有可能达到 1.5 摄氏度。而根据原有的推断，21 世纪内全球总升温是不

大可能达到 1.5 摄氏度这一指标的。 

2021 年，1.4 万名科学家在美国《生物科学》月刊上联署发表文章，讨

论了地球的过度开发问题。这些科学家设立了 31 项“生命体征”来“诊断”

地球的“健康”程度，里面涉及森林砍伐、温室气体排放等。他们得出的结

论是，在 31 项指标里面，有 18 项已经突破了“红线”，这表明地球岌岌可

危。②2022 年 10 月 13 日，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 2022》

也显示，1970 年以来，全球受监测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减少了 69%，这对

生态多样性的影响非常大。③ 

2022 年 9 月 20 日，国际能源署和国际可再生能源署联合发布了《2022

年突破性议程报告》。④这份报告指出，在当下全球能源危机的背景下，净

零目标的实现可能要推迟数十年。目前的情况非常危急，要想做到把全球升

温幅度控制在 1.5 摄氏度越来越难。除了大幅度减排，减少化石燃料使用，

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其中之一便是粮食浪费问题。据统计，食物浪费占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比重的 11%，几乎与汽车尾气二氧化碳排放的 12%一样。

因此，节约粮食不仅仅是节约支出问题，而且还关乎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 

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涉及统计指标问题。目前，大家依旧将人类

                                                        
① Se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limate Change 2021 –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Chemistry International, 2021, Vol.43, No.4, pp.22-23. 

② See William J. Ripple, Christopher Wolf, Thomas M. Newsome, Jillian W. Gregg, Timothy 

M. Lenton, Ignacio Palomo, Jasper A. J. Eikelboom, Beverly E. Law, Saleemul Huq, Philip B. 

Duffy, Johan Rockström, “World Scientists’ Warning of a Climate Emergency 2021”, 

BioScience, 2021, Vol.71, No.9, pp.894-898. 

③ See “Living Planet Report 2022”, https://livingplanet.panda.org/en-GB/ 

④ See “Breakthrough Agenda Report 2022”, https://www.iea.org/reports/breakthrough-ag

enda-report-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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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品质与人均收入增长和 GDP 增长相关联。但事实上，这个指标是存在

问题的。十几年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发现这个指标会阻碍碳排放目标

的实现，为此，成立了一个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在内的、

由众多经济学家组成的团队，负责制定新的经济指标体系，即包容性财富指

数（IWI）。这个指数和 GDP 有很大区别。首先，GDP 是流量概念，指人

类在一年的时间内新创造的财富，包括商品和服务的增量。然而 GDP 衡量

的是商品和服务的数量而不是质量。IWI 则更加关注存量，通过综合分析一

国的福祉和发展的可持续性来衡量国家财富。其次，IWI 的内容更加丰富，

主要包括人力资本、生产资本、自然资本三个方面。①在人力资本方面，既

涉及人的数量，又涉及人的质量。人的质量不仅与受教育水平有关，还与人

的健康状况有关。健康等人力资本的质量指标非常重要。眼镜的发明曾经被

评为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主要是因为没有发明眼镜时，老师傅视力

的下降会影响其制作仪器的精密程度，导致真正有效工作的时间缩短，急剧

降低了劳动效率。但是有了眼镜以后，熟练师傅的工作时间会大大延长，从

而优化了人力资本。与一个受过教育但有效服务时间只有 20 年的人相比，

更健康的人的有效服务时间可以达到 30 年甚至 40 年，后者构成的人力资本

水平明显提升。这些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内容，在 GDP 里面是难以充分反映

出来的。 

在生产资本中，除了机器设备、厂房，IWI 还包括基础设施，这部分非

常关键。环境、水的质量、空气的质量、地表生态和地底资源等自然资本也

是 GDP 基本没有涉及的。虽然 IWI 很难计算，但是在 2014 年和 2018 年上

述团队发表了两份报告。总之，IWI 指标更加契合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

里强调的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特别是自然

资本已经将绿水青山因素考虑在内了。一旦大家接受了这个指标，就不会一

味追求 GDP 的增长了。而根据现行主流统计标准，造军械、炮弹、导弹、

原子弹等都计入了 GDP，但这部分 GDP 实际上发挥作用时，其功能是毁灭

其他一部分 GDP。 

                                                        
① 参见张宇燕、方建春：“GDP 与 IWI：核算体系与人类福祉”，《经济学动态》，2020

年第 9 期，第 15-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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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时段的人口问题和技术进步 

 

在中时段的主要变量中，首先是人口问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人口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包括人口的年龄结构、族群结构等。人口年龄结构

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是生育率。据统计，日本 2021 年总和生育率是 1.28，

欧盟是 1.5，韩国则是 0.8。对于一个国家而言，2.1 的总和生育率是临界值，

即当平均每个妇女一生生育不低于 2.1 个孩子时，整个群体的人口规模才不

会缩小。中国 2021 年的人口总和生育率是 1.18，估计 2022 年会低于 1。与

此相对，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人口爆炸。例如非洲。非洲现在是全球

生育率最高的地区，像尼日尔的总和生育率是 7.46，马里是 7.42，索马里为

6.76。中东地区的生育率也特别高。目前全球人口结构呈现出人口爆炸和人

口老龄化并行的趋势。在人口爆炸的国家或地区，人口中位年龄非常年轻。

例如，中东地区的埃及 24.1 岁，叙利亚 23.5 岁，伊拉克 21.2 岁。非洲一些

国家中位年龄更低，喀麦隆和索马里 18.5 岁，苏丹 18.3 岁，赞比亚 16.9 岁，

安哥拉 15.9 岁，全球最低的是尼日尔，只有 14.8 岁。亚洲一些国家中位年

龄也较低，如菲律宾 24.1 岁，巴基斯坦 22 岁。而中国、日本等国的中位年

龄就偏高。中国是 38.4 岁。日本是 48.6 岁，仅次于摩纳哥的 55.4 岁而居全

球第二。① 

年龄结构的老龄化趋势已经是许多国家面临的挑战。一方面，人口老龄

化涉及劳动力减少的问题。构成人力资本的人口减少，将带来经济潜在增长

率的下降，同时社保、医保等相关财政支出还会上升，这将加大财政赤字的

压力。不仅如此，老龄化对国家政治行为也有系统性影响。老年人的创新能

力和消费能力虽不如青年人，但是政治参与度明显高于青年人。例如，统计

显示，日本 2021 年 10 月举行的第 49 届众议院选举中，20—29 岁青年人投

票率为 36.5%，60—69 岁老人投票率为 71.4%，后者几乎是前者的两倍。②随

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加上老年人更有时间关心自己的福利，这一群体更容

                                                        
① See “Average Age by Country 2023”, https://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untry-ranki

ngs/median-age 

② 総務省：衆議院議員総選挙における年代別投票率の推移, https://www.soumu.go.jp/s

enkyo/senkyo_s/news/sonota/nendaibe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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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影响选举结果。在 1970 年的英国，只需根据一个人所处的社会阶层和收

入，就可大致判断出他会投票给哪个党，这个规律在现在已经失效了。目前，

主要是根据年龄判断其所支持的政党。1946 年后出生的人口大量进入老龄

化阶段，他们不断推动法律保障自己的老年福利，取得的成果是英国在 2010

年出台了养老金“三重锁定政策”，即保证英国国家养老金增长率提升至通

胀水平、工资上涨速度、2.5%这三个数值中的最高值。老年福利成为政党讨

好选民获取政权的重要政策选项。 

另一方面，老龄化人口结构导致一些国家被迫考虑通过放开移民限制来

补充青年人口。然而，扩大移民也可能带来大量新的社会问题。默克尔执政

期间遭人非议的问题之一就是“门户开放”的难民政策。德国所接纳的百余

万难民对政府财政、社会治安等造成了很大影响。意大利兄弟党的主要政见

就是反对非法移民，这也是其获得大量支持的原因之一。近年来，对移民政

策一直颇为保守的日本开始放开移民，这也与日本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有

关。根据日本总务省 2022 年 9 月发布的人口估算数据，该国 65 岁以上老年

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29.1%。2020 年，日本经济新闻的调查结果显示，70%

的日本人认为接纳更多外国人对日本的发展是一件好事。 

族群结构也是人口问题中非常重要的变量。在俄罗斯，2015 年穆斯林

人口是 2000 多万，占比 15%。据估计，到 2050—2060 年，这一比例将达到

33%。照此趋势发展下去，俄罗斯很可能最终变成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

美国也面临类似情况。1970 年，美国的穆斯林只有 10 万人，现在已经达到

1000 多万人。2018 年，美国新生儿有一半以上不是白人，而到 2024 年，2

岁以下的不是白人的美国人将超过一半。根据预测，到 2050 年，全球人口

的三分之一是穆斯林，三分之一是基督徒，这个变化对政治、经济都将产生

重大的影响。当今世界出现的与民族主义思潮兴起有关的变化，与年龄结构、

族群结构的演变趋势密切相关。 

其次是技术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十分重视科学和技术问题，提出科技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之一。①目前，数字

                                                        
① 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

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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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字经济等也成为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数字技术的发

展到底如何影响经济？这需要放在理论框架中加以探讨。亚当·斯密在《国

富论》中指出，经济学最核心的问题便是经济的增长。其中，增长的本质是

人均收入的增长。这意味着，平均来看每个人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其原因

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技术进步是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当

有现实需求时，人类就会想办法发明创造来满足需要，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动

技术不断进步。此外，交换或贸易也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果每个国

家都生产自身所需的全部产品（比如粮食和衣服）而不发生交易，其他条件

不变时，劳动生产率不会发生变化。每个国家或者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相对

优势。如果一国单位时间生产粮食更多，另一国单位时间生产衣服更多，就

可以由粮食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专门负责生产粮食，另一国专门负责生产衣

服，然后双方进行交易，两国生产出来的粮食和衣服数量总额会比没有国际

分工和贸易时更多。这意味着，即使没有发生技术进步，仅仅通过开放贸易

也能带来单位时间产出水平的提高。这就是自由贸易的基础。随之而来的是，

分工和专业化还可能进一步促成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进步，推动社会生产力进

一步提高。 

更深层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分工和专业化？亚当·斯密给出的

答案是市场规模。如果一个村只有 3 户人家，则这 3 户人家都必须各自包揽

各种生产生活事务，包括但不限于种粮食、种棉花、织布、制造和修理农具

等。如果该村有 300 户人家，那么就会出现专业化分工，发展出铁匠、木匠、

开餐馆的、修理农具的、卖肥料的……随着各项营生收入的提升，财富的积

累便出现了。亚当·斯密的基本结论是，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劳工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分工和专业化。市场越大，参与的人越多，

分工就越细；分工越细，劳动生产率就越高，技术会在有需求时进步，进而

继续推动增长。简言之，就是增长取决于市场规模，这就是所谓的斯密定理。 

古典经济学家多崇尚自由贸易，自由贸易离不开执行契约和保护产权。

一个主体如果从事专业化生产，比如专门负责生产粮食，而粮食的产出有时

间周期，从春耕到秋收需要数月甚至半年时间，要保证粮食供需方面的稳定，

就需要签订契约。一般来说，签订的契约必须得到遵守，无成本或低成本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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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契约的现象如果普遍存在就会扰乱市场预期。契约的签订、执行都需要强

制性权力的保障，有机构确保契约的强制性执行才可能实现分工专业化。而

交换也需要在明确界定产权、尊重契约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界定产权和

执行契约正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在 2022 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李强同志的主旨演讲提到了

“完善产权保护”和“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①。

“保护产权”十分关键，契约遵守也很重要。冷战时期，苏联的粮食生产不

能满足国内的需求，便和美国签订了购买小麦的合同，而且是长期协议。②苏

联出兵阿富汗时，整个西方对苏联实施全面制裁。即便如此，美国还是保证

了对苏粮食贸易协定的执行，部分原因也是考虑到粮食和人道主义是联系在

一起的。现在，俄罗斯变成了小麦等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在人口和土地都

大致没变的情况下，从粮食进口国转变成出口国，这说明体制机制很重要。 

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框架，数字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体现在哪些

方面呢？事实上，数字技术无形中扩大了市场。在数字技术发展起来之前，

一些资源处于闲置状态，根本不可能进入市场，无法形成供给。得益于数字

技术，这些资源的潜能被快速、全面地调动起来了。例如，以前出差往往会

选择入住当地有名气的大型酒店，但是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现在出差可以

选择入住家庭旅馆或其他有自己特色的小规模酒店，较低的搜寻成本，将它

们具备的价格、安全、服务和位置优势更充分地呈现了出来，这也使得越来

越多原本闲置的社会资源投入到酒店业之中。数字技术把以前可能根本进不

了市场的资源调动起来，扩大了市场规模，随之而来的是分工更加专业化。

如果没有数字旅店平台，可能需要对大型酒店为主体的旅店业投资 1 万亿美

元。而现在，这 1 万亿美元中的相当部分可以用到其他方面，产生更高的配

置效应，整个行业也会变得更加绿色环保。 

此外，数字技术还能增加普惠性。在一些行业，以前只有大公司才有钱

                                                        
① “李强出席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人民日报》，2022 年 11 月 5 日

第 1 版。 

② 1972 年，苏联与美国在莫斯科签订《苏美粮食贸易协定》，协议规定三年内美国将

向苏联出售价值 7.5 亿美元的粮食，同时向苏联提供 7.5 亿美元信贷用于粮食购买。粮食

贸易的构成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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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广告并在市场中存活下来，小商小贩、小家庭作坊的产品无法进入市场。

例如香水行业，主流产品都是大品牌香水，而且价格非常高。因为香水是一

个广告密集型产品，广告费占整个销售价格的 45%左右，小品牌负担不起广

告成本，所以只有大品牌才能生存下去。服装业此前与香水行业类似，大品

牌赢者通吃的现象比较明显。即使是非奢侈品女装也具有较强品牌效应，比

如 Zara 等就是被市场认可的畅销品牌之一。近年，中国南京有几个青年人

创立了一个跨境电商平台“Shein”，主要经营女装。其专门针对海外市场

每天推出几十款女装，品类多、更新快、质量优、价格低，受到国外年轻人

的欢迎，直接挑战了 Zara 的门店业务。这就是数字技术产生的可及性和普

惠性效应。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数字鸿沟问题。在网络和数字经济领域，

不同的行为体利益诉求不同。比如，国家关心的是安全，平台企业关心的是

利润，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关心的是便利度，民众或消费者关心的是个人隐私。

不同集团的诉求可能会阻碍统一规则的达成。目前，数字领域最大的问题就

是缺乏统一的规则。没有规则，贸易和投资都会受到影响。 

 

三、短时期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对俄制裁的影响 

 

当前短时期的变量主要是大国力量对比，特别是中美力量和关系的变化

以及乌克兰危机的影响。首先，必须重视中美关系。根据《伯罗奔尼撒战争

史》的记述，雅典的崛起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慌。这里面存在两个变量，一个

是崛起，一个是恐慌。目前国际形势中包括乌克兰危机在内的许多重要事件，

背后都是大国博弈。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兴起的经济全球化，主要是各国在

追求效率、利润的全球化，而当前各国考虑的因素则更多、更复杂。国家的

战略目标可能不仅是自身福利的改进，还包括打压竞争对手的一面。2004

年，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发表在《经济学展望》杂志的文章便以中国和美

国为例分析了这种变化。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经济学界抛弃或者否定了纯

粹的李嘉图模型的核心论点，即贸易促进双方福利的改进。一旦考虑到技术

进步因素，开放的结果有可能导致一些国家受益，而另一些国家则受到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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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损害。① 

就中美关系而言，很大程度是 GDP 规模的相对变化引起了美国的焦虑。

虽然 GDP 这个指标并不完美，但是与其他指标相比，还是最能够系统、综

合、可比地反映一国力量的长期变化态势的指标。1980 年中国 GDP 与美国

GDP 之比不到 7%，到 2010 年变成了 40%，2015 年上升至 60%，2020 年进

一步上升至 70%，2021 年更是达到了 77%左右，这个变化非常大。从人均

GDP 来看，1980 年代，中国人均 GDP 不到 300 美元，美国是 1 万美元左右。

现在，中国人均 GDP 是 1 万美元左右，美国是 6.8 万美元。双方的人均 GDP

原来相差 1 万美元，现在相差将近 6 万美元，绝对差距越来越大，但从中国

占美国比重来看仍然显著提升。美国忌惮中国经济增长持续积累的体量。 

除了力量对比接近的压力以外，美国焦虑更深层的逻辑还在于资源占有

或分配的压力。大约 30 年前，位于华盛顿的世界观察研究所发表了一篇题

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对中国赶超美国的后果进行了估算，一个结论

是，如果中国人平均物质消费水平达到美国的 1/2，当时条件下，至少需要

2—2.5 个地球的资源才能满足中国的需求。②在一次采访中，中国记者向德

国前总理施密特提问：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西方意味着什么？施密特思考

片刻后说，这意味着西方人生活水平的下降。他认为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

所有中国人如果想要达到西方的生活水平，就意味着要消耗更多资源，结果

要么是西方减少消费，要么是以更高的价格水平消费。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

谈到过类似的问题。他在 2010 年的电视访谈中说：“你知道，如果你与中

国领导人交谈，我认为他们会立即承认，如果超过 10 亿的中国公民拥有与

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现在一样的生活模式，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面临一个非

常悲惨的时期，地球无法承受这种情况，所以他们明白自己必须做出一个关

于新模式的决定，这种模式更具有可持续性，这将使他们能够追求他们正在

追求的经济增长，同时，处理这些环境后果。”③这里面流露了他对中国的

                                                        
① See Paul Samuelson, “Where Ric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4, Vol.18, No.3, 

p.142. 

② See Lester Brown, “Who will feed China”, The Futurist, 1994, Vol.30, No.1, p.14. 

③ 采访记录参见 http://www.carstenburmeister.com/blog-president-obama-on-the-seven-repo

r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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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会威胁整个西方福利的担忧。丹麦前国务秘书、外交部官员约恩·厄尔

斯特伦·默勒在美国《国家利益》发表了一篇研究中国和西方矛盾冲突的文

章，提及了中西方社会、政治体制的不同。但他认为，冲突的真正原因是西

方为了争夺日益稀缺的资源，“北京不是北约成员国的安全威胁，而是威胁

到了一种观点，即西方有权控制全球财富，随心所欲地使用资源，无视他人

的需求并且持续肆无忌惮地制造污染”，“中国现在之所以受到攻击，是因

为它要求获得更大份额的全球蛋糕，也是因为北京拒绝大方接受西方分配给

它的角色”。①中美大国博弈看上去是在国际规则确立的问题上讨价还价，

但底层逻辑还是对资源的争夺。 

另一项重要的短期事件是乌克兰危机，特别是与之相关的国际制裁。国

际制裁是由特定行为体，通过让其他行为体遭受损失来迫使他们按照自己的

意志行为而采取的主动行动。这些行动是非暴力的、非合作的、惩罚性的、

警示性的。一是使目标国服从、按照制裁国的偏好行动；二是颠覆、实现罢

免目标国领导人或者推翻其政权的目的。美国制裁俄罗斯的目标至今依旧不

明确。基辛格提醒美国需要明确相应的目标，是让俄罗斯服从还是要颠覆俄

罗斯政权？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官员曾公开表示，美国的目标就是推翻普京的

统治。除此之外，美国的制裁可能还有警示的作用，即在国际上发出信号，

警告其他国家自我约束。不仅如此，制裁俄罗斯还有想要实现的国内目标，

即服务于国内的党派之争。拜登政府制裁俄罗斯的目标之一，是为了帮助民

主党在中期选举中获胜。 

制裁种类可以按声誉、价格、数量、人员、金融、规则、网络和盟友等

不同方式分为八种。一是从名制裁，即制裁方以违反规范为由对被制裁方发

起制裁。从名制裁的依据与标准是令被制裁方遭受声誉歧视和惩罚，制裁的

手段和工具是制裁方运用规范性权力令被制裁方声誉受损并由此承受经济

或政治损失，包括点名和羞辱（name and shame）、在指标体系中降低排名、

污名化、列入“黑名单”等等。 

二是从价制裁，即制裁方通过提高或降低商品、服务或货币的相对价格，

                                                        
① Joergen Oerstroem Moeller, “Climate Change and Resource Scarcities are Reshaping the 

World Order”, November 13, 2021,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limate-change-and-res 

ource-scarcities-are-reshaping-world-order-19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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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被制裁方遭受损失。从价制裁的依据与标准是令被制裁方遭受价格歧视和

惩罚，制裁的手段和工具是制裁方运用器物性或制度性权力使价格变得不利

于被制裁方，包括提高关税、汇率操纵、倾销和反倾销、取消最惠国待遇等。 

三是从量制裁，即制裁方通过数量上完全禁止或部分限制，使被制裁方

受损。从量制裁的依据和标准是令被制裁方遭受数量歧视和惩罚，制裁的手

段和工具是制裁方运用器物性或制度性权力使数量变得不利于被制裁方，包

括禁运、抵制进口、减少或取消配额、拒绝发放许可证、减少或取消援助或

贷款等。 

四是从员制裁，即制裁方对被制裁方的特定人员或群体发起制裁。从员

制裁的依据和标准是令被制裁方的特定人员或群体遭受歧视和惩罚，制裁的

工具和手段是制裁方综合运用规范、金融、网络等权力进行甄别和追查并实

施精准打击。从员制裁通常指向被制裁方的政权成员和其支持集团，目的是

使核心人员的经济地位遭受重创，进而迫使其服从制裁方诉求。①具体举措

包括驱逐外交官、召回大使、冻结个人资产、禁止金融服务、限制或取消签

证、旅行限制等。 

五是从金制裁，即制裁方对被制裁方的资产、账户或资金流动发起制裁。

从金制裁的依据和标准是令被制裁方遭受金融歧视和惩罚，制裁的手段和工

具是制裁方利用金融性权力限制或禁止被制裁方的货币流动和交易，包括冻

结被制裁方的资产和账户、没收或强行出售资产、限制或拒绝进入清算体系、

禁止第三方金融机构与被制裁方进行金融交易、禁止融资等。 

六是从规制裁，即制裁方通过确定和执行规则来限制或改变被制裁方的

对外政策和行为。②从规制裁的依据和标准是令被制裁方遭受规则歧视和惩

罚，制裁的工具和手段是制裁方运用制度性权力来规锁和遏制被制裁方，包

括实施国内法外延和长臂管辖、区域非中性规则、多边非中性规则等。 

                                                        
① 在朝核问题上，美国财政部冻结了朝鲜领导人的美元资产。2014 年乌克兰危机后，

美国冻结了普京核心领导层成员的资产。See Judd Polk, “Freezing Dollars Against the 

Axis”, Foreign Affairs, 1941, Vol.20, No.1, pp.113-30; Karin Lissakers, “Money and 

Manipulation”, Foreign Policy, 1981, No.44, pp.107-26; Robert Carswell, “Economic 

Sanctions and the Iran Experience”, Foreign Affairs, 1981, Vol.60, No.2, pp.247-265; F. W. 

Neate ed., “The Carter Freez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yer,1981, Vol.9, No.3, pp.93-114. 

② See Michael Barnett, Raymond Duvall,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5, Vol.59, No.1, 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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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从网制裁，即限制或切断互联网接入、逐出网络支付系统。从网制

裁的依据和标准是令被制裁方遭受网络歧视和惩罚，制裁的工具和手段是制

裁方运用网络性权力来管辖被制裁方，主要包括断网、关停 GPS 导航系统、

拒绝提供即时信息通信服务、踢出 SWIFT 国际结算体系等。 

八是从盟制裁，即制裁方拉拢、说服或威慑第三方以形成统一的制裁联

盟。从盟制裁的依据和标准是令被制裁方遭受系统性排斥和惩罚，制裁的手

段和工具是通过规范性、制度性、金融性和器物性权力将被制裁方踢出圈子，

具体包括确立全面的排他性平行体系、在特定领域或部门确立有选择的排他

性平行体系等。 

2022 年 9 月，俄罗斯称西方国家已对其实施了约 1.1 万项各种限制，本

来预计这些制裁可能对俄罗斯经济产生严重影响，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2022 年 10 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俄经济 2022 年第二季度按年化率计

算萎缩了 21.8%，而 2022 年全年预计仅萎缩 3.4%，比预期的要低。①其 2023

年 1 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进一步将俄罗斯 2022 年经济萎缩的预计幅

度下调至 2.2%，甚至预计其 2023 年将由上次预计的萎缩 2.3%转为 0.3%的

增长。②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 2023 年 2 月的数据，2022 年俄罗斯经

济实际萎缩 2.1%。③美国对俄制裁效果低于预期有两个原因：一是俄罗斯国

有部门的产出占整个 GDP 的 60%以上，政府的抗压能力较强；二是俄罗斯

在能源和粮食领域的全球影响力较强。 

现阶段，粮食危机、粮食安全也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的比较重要的短期“事

件”。从生产角度来讲，全球粮食整体上并不存在不足或短缺问题。二战后，

农产品生产的增长率一直高于人口的增长率。问题主要出在结构或分配上。

例如，乌克兰是世界主要小麦出口国，一些国家高度依赖自乌克兰的小麦进

口，但乌克兰危机使这部分粮食贸易受到了影响。再如，全球三分之一的粮

                                                        
①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Report:Countering the Cost-of-Living Crisis, October 2022,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2/10/11/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

r-2022 

②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Inflation Peaking amid Low Growth, January 2023,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3/01/31/world-economic-outlook-update

-january-2023 

③ 参见“俄罗斯经济 2022 年萎缩 2.1%”，2023 年 2 月 21 日，http://www.news.cn/fort

une/2023-02/21/c_11293831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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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被用于非食用工业领域，如生产酒精、燃料、饲料等，这些领域对粮食用

地及生产的过度占用，可能在某些条件下影响粮食安全。此外，美国 ADM、

美国邦基（Bunge）、美国嘉吉（Cargill）以及法国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

等所谓“ABCD”四大粮商控制着全球 70%的粮食市场交易，它们炒作粮食

价格从中牟利的行为也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了威胁。 

 

四、全球治理赤字的解决与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要义 

 

上述不同时段的变量对当今世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党的二十大

报告所指出的，当今世界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

加重”的严峻局面。而上述提到的长时段最重要的气候变化，属于典型的“治

理赤字”问题，这就涉及全球治理，因而有必要对全球治理展开深入分析。 

全球治理的对象主要是全球问题。什么是全球问题？只要满足以下这两

个条件就是全球问题：第一，它的影响范围是全球性的；第二，这个问题的

解决必须经过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不能单靠一两个国家。 

气候变化是典型的全球问题，只靠中国等少数国家努力而其他国家置身

事外是不可能解决的。必须各国协调共同解决。解决这一问题还必须考虑到

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存在的本质区别。 

什么是“国”呢？从“国”字的繁体写法“國”可以看出，其外面是一

个方块，里面包括一个“戈”字，指武器，还有一个“口”，这个口代表人

口。外面的方块“囗”不是汉字“口”，而是一个古汉字，读“wéi”，基

本含义是城墙。城墙里面既有人口，又有武器（代表军政部门），体现了国

家的三个最重要的因素，也即《孟子》论及的国君之三宝：土地、人民和政

事。①在英文中，表示国家的也有三个词：Country、Nation、State。其中，

Country 主要指土地，Nation 涉及人和民族，State 主要指政府。 

拥有土地、人民和政府等要素之外，要想成为国家还需要满足的条件是

获得其他国家或政府的承认，只靠自我标榜还不行。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

                                                        
① 《孟子·尽心下》，孟子曰：“诸侯之宝三：人民、土地、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

身。”《孟子》，方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 2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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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一家四口在网上宣布他们在自己拥有的土地上成立独立国家，还发布

了其所拥有的农场的精确的经度纬度，并宣称由丈夫担任总统兼国防部长，

妻子任总理兼内政部长。看上去他们所建之“国”满足了土地、人口和政治

的基本条件，但是最后夫妇二人因为不交税而被抓走。这家人的行为并没有

获得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政府的承认。 

世界上第一个国家是怎么成立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涉

及到国家的基本定义和功能。首先，如前所述，一个国家需要有一个统一的

政府（包括法律、军队），有自己的国民，以及确定的被其他国家承认的边

界。其次，国家还有两个最重要的职能，即强制征税和垄断暴力。其他行为

体不具备行使上述职能的合法性或能力。例如，联合国没有征税权，也不可

能垄断暴力，最多要求或授权相关主权国家派出军队或警力去开展维和行

动。这就引发了一个难题，即没有世界政府能够通过强制征税、垄断暴力所

支撑的法律让各国共同应对全球问题。那么应该如何解决全球问题呢？只能

通过全球治理。 

统治和治理之间是有区别的。统治主要由政府来实施。政府的统治具有

强制性，如果拒绝或违背，政府会依法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予以惩处纠正。治

理相当多是发生在公司里。公司治理主要是指公司所有者或股东们共同商量

出一套规则，再按照规则实施管理。每个股东，不论大小，都享有投票的权

力，但是制定规则的实际权力要依据占有股权的份额及公司治理规则来确

定。全球治理也是如此。在全球治理中，需要不同国家共同商量出一套规则，

而接受这个规则本身就是一条自我约束的规则。 

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他的著作里面讲过一个故事：他年少时，在江边看到

有几十上百人在拉纤，而船头专门坐着一个监工，如果有人偷懒了，这个监

工会毫不留情地挥鞭而下。而奇怪的是，他却从母亲口中得知，这个监工竟

然是这群纤夫自己出钱雇的。①在这个故事中，监工的作用实际上是纤夫们

                                                        
① 参见张五常：《童年的回忆》，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 年，第 37-42 页；张五常：

《新卖桔者言》，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年，第 280-281 页。早在 1983 年发表的“公

司的合约本质”一文中，张五常就提到纤夫们雇佣一个监督者来鞭打他们自己这件事。
Steven. N. Cheung,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83, Vol.26, No.1,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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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约束。在集体行动中，个体通常不会注意到别人有没有全力以赴，但

这又是一个集体产品，只能通过共同努力才能得到收益。为了避免有人偷懒，

这些纤夫达成了一个规则，就是专门找个人来监督他们，鞭打他们中的偷懒

者，这符合他们的利益。但是应注意，监督是需要支付成本的。因为产品是

集体产品，所以成本需要由所有人共同承担。这个例子可能不太贴切，但是

能够让大家快速地明白什么是全球治理的基本逻辑。本来，如果有一个“老

板”制定规则，这些纤夫不需要自己花钱请监工。正因为没有这样一个超然

在上的“老板”，每个纤夫都是平等的，所以他们只能自己商量出一套规则，

并接受这条规则的约束，这就解决了纤夫里滥竽充数的问题。 

在全球治理中，制度建设非常关键。全球治理需要提供的公共产品，涉

及较多的集体行动问题。公共产品是大家共享的，但共享的公共产品是有成

本的。当大家均摊成本并共享成果时，行为体（全球治理中主要是国家）就

会认识到，只要够努力就会得到相应的好处，每个行为体就得到了有效的激

励。但是，如果不能有效界定成本并准确分摊到每个行为体名下，同时对拒

绝承担成本的行为体施加足够大的惩处，那么理性的行为体就会采取“搭便

车”的机会主义策略，尽量让其他行为体去承担成本，自己只享受公共产品。

当出现太多想要搭便车者，其他原本愿意承担成本的行为体可能更有动机也

采取卸责（shirking）或“搭便车”的策略。全球治理就是要找到一个拿“鞭

子”的行为体或机制，防止“搭便车”以致合作最终崩溃的出现。但是要在

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众多的世界上达成有“鞭子”的协议非常难，因此在很

多领域都出现了“治理赤字”。 

解决全球治理赤字的前提条件是在理念上、理论上要把全球治理赤字解

释清楚，形成真正的共识和自我实现的约束。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

要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而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

治理体系，需要“大家的事，要商量着办”。具体来说，需要满足五个原则。

前两个原则对应着“公正”条件，后三个原则对应着“合理”条件。 

一是同意或自愿原则。由于在国家之上不存在权威，约束性的国际规则

必须征得被约束国的同意，这里面涉及主权的至高无上性。规则需要约束力，

但承担约束功能的“执鞭者”或监督人也必须所有被约束者都同意才能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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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中不能出现强迫，必须是基于自由意志的自愿选择。 

二是平等原则。国家之间是平等的，约束他国的国际规则也必须同时约

束自己。这两个原则源自康德的思想。康德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中专门

谈到公正的两个特点：第一个是自由，第二个是平等。①自由或自愿是指约

束我的规则必须征得我的同意，平等就是约束我的规则也必须约束你自己。 

三是权利与义务匹配和统筹原则。一方面，一个国家所享有的权利必须

和所承担的义务相匹配，才可能合理。另一方面，统筹意味着考虑多方面的

情况。以气候变化为例，现在西方对中国施加很大的压力，总觉得中国比西

方国家晚十年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不行的，而且认为中国的排放量占全世

界的 1/3，中国现代化进程是造成气候变化、温室效应等负面影响的最大威

胁。从增量角度上看，最近这二三十年，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确实排

放了地球温室气体增量中的相当部分。然而，如果从存量来看，温室气体不

是最近这些年才开始排放的。以汽车排放为例，中国汽车的快速增长也就十

几年时间，但西方国家的汽车使用时间已经近百年。据统计，美国在过去两

百年排放的温室气体达 5000 多亿吨，中国这两百多年全部加起来才排放了

2800 多亿吨。欧洲排放时间比美国还早，排放规模存量和美国差不多。西

方国家在存量里占据了较大份额，中国则是在增量里占比较高，西方国家用

增量为唯一条件或标准来约束中国，不满足“包容性条件”，因而并不合理。

权利与义务应当对等分配，增量公平和存量公平应该统筹考虑。 

四是效率原则。满足效率原则，需要全球治理的参与方能够明确有待解

决的全球问题，并且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或者有效办法，换言之，

全球治理在解决全球问题时要管用。 

五是补偿原则。有些全球问题的外部性太强，无法完全以“内部化”的

方式来解决。比如 31%的亚马逊雨林，或者受到了破坏，或者改成了农田、

牧场。亚马逊雨林是地球的“肺”，它的面积缩小，不光影响巴西，还会严

重影响整个人类的未来。虽然亚马逊雨林位于巴西境内，但是其外部性太强

了。为了同时满足全球福利和巴西诉求，主权不可侵犯原则可能就需要在补

偿原则下被放松。当然，补偿原则不能与前面的同意或自愿原则相抵触，补

                                                        
① 参见[德]康德著：《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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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的内容和形式都需要是基于自由意志的自愿选择。 

一般情况下，达成并保持公正合理的国际规则很难。美国的霸权主义就

不符合公正合理原则。但是，美国霸权也有其自身存在的逻辑。提供全球公

共产品是要付出成本的。国家作为理性行为体，需要权衡成本和收益再作出

是否以及以何种方式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决定。通常国家会在确保至少长期

来看利大于弊时，才愿意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从而有动机把规则制定得对自

身更有利。由此，各国按这套规则行事时，规则制定方能够享受更多的利益，

表现为国际规则的非中性或者国际治理的非中性。所谓中性规则，即规则的

效果不会“因人而异”，这样的规则往往符合公正合理原则。比如交通规则。

政府在制定交通规则时，需要决定行人和车辆靠左行还是靠右行。对行人和

车辆来说，目标是提高通行效率，至于靠左还是靠右并不影响目标的实现，

左行或右行的规则就是典型的中性规则。然而，大多数规则都是非中性的，

换而言之，大家都遵守同样的规则，但是对于不同行为体意味着不同后果或

成本。霸权主义是一种偏袒或强化霸权的非中性规则。 

总之，规则十分重要，规则决定成败。按照现行规则，非专业短跑运动

员很难在和短跑世界冠军的角逐中获胜。如果稍微改变一下规则，比如跑到

50 米处停下解两道数学题，答对以后才能继续跑后面的 50 米，也许一些非

短跑专业人士就有较大机会跑赢百米世界冠军。这个极端例子说明，某种意

义上是规则决定结果。如果没有规则，实力、天赋、训练和准备可能会因为

不能有的放矢而难以充分发挥作用。正是因为规则的重要性，而现存的霸权

主义规则又是不公正的，所以在面对全球治理赤字问题时，更需要加强建设

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才能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说的，推动全球治理朝

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Abstract】French historian Fernand Braudel divided history into three 

periods: long, medium, and short terms. The core variable, observed in each 

period which affects the direction of history, is different. According to this 

tripartite system, it could be found that climate change in the long term, output 

level,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demographic changes in the medium ter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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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kraine crisis as a symbolic event in the short term occur simultaneously, 

making the current era face the “great change” due to superposition and 

resonance of these three periods. It is manifested in the aggravation of current 

global “peace deficit, development deficit, security deficit and governance 

deficit”. The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world is once again standing at the crossroads of 

history, and where to go depends on the choices of people of all countries”. To 

effectively deal with global governance deficit, institution building is crucial. 

Only by establishing rules and systems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fair and reasonable international order can 

global governance be improved in the right direction so that correct choices 

could be made at “the crossroads of history”. 

【 Key Words 】 Climate Change, Population Issue,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Ukraine Crisis, Global Governance 

【 Аннотация 】 Французский историк Фернан Бродель разделил 

историю на три периода: длинный, средний и короткий. Основные 

переменные, влияющие на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истории в каждом периоде, 

различны. С помощью данного метода деления можно обнаружить, что 

изменение климата в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изменение уровн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технического прогресса и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изменения в 

среднесроч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и укра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как символическое 

событие в краткосроч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происходят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что 

привело к тому, что нынешняя эпоха сталкивается с состоянием «великих 

перемен», которые пересекаются и резонируют в трёх периодах, 

проявляющихся в усугублении «дефицита мира, дефицита развития, 

дефицит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дефицита управлен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В 

отчёте Двадцатого съезд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также 

указывалось, что «мир вновь стоит на перекрёстке истории, и куда идти 

зависит от выбора народов всех стран».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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имеет решающе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эффективного преодоления дефицита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Только путём установления правил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и укрепления построения справедливого и 

разумн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орядка можно содействовать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ю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в правильн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делая правильный выбор на «перекрёстке истор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Изменение климата, проблемы народонаселения,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е достижения, кризис в Украине, глобаль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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