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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 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不仅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经济权力格局 ,也对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合法性提出挑战。全

球治理体系需要适时将部分治理权由西方国家向新兴大国转移。在这一治理权转移过程中, 新兴大国应该协调配合, 以集体身份和

共同努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重要一员, 应该加强对新兴大国的外交力度, 携手稳步推进全球治理体系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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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等新兴大国�1�的群

体性崛起是当前国际政治中的突出现象。新兴大国的

崛起,不仅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经济权力格局,也对西方

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提出挑战。无论是金融危机、气

候变化,还是减贫与发展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都离不

开新兴大国的有效参与。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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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改进。新兴大国如何参与、改进全球治

理? 如何协调配合以群体身份推动全球治理改革? 中

国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何种作用? 这些都是迫

切需要回答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一、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

冷战结束以来, 特别是近 10年来, 世界经济中的

突出现象是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大国在经

济上的迅速崛起。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

布的数据, 1990 � 2000年间,中国与印度取得了10. 6%

与 6. 0%的高速经济增长,巴西、墨西哥与南非也取得

了 2. 9%、3. 1%和 2. 1%的增长率,只有俄罗斯因政治

剧变和实施�休克疗法�而出现了 4. 7%的经济负增

长。�2�2001 � 2009年间,中国与印度的经济继续保持高

速发展势头,分别达 10%和 7. 1% , 巴西、墨西哥、南非

与俄罗斯也分别取得了 3. 1%、1. 3%、3. 4%、4. 9%的

经济增长。�3�在全球经济危机的 2009 年, 中国和印度

依然取得了 9. 1%和 5. 7%的高速经济增长, 令世界侧

目。
�4�
以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为例, 2000年时,西方七

国在全球 GPD中的比重约占 66. 75%, 到 2009年时,

其份额已经下降到 53. 22% ; 而同期中国、印度、巴西、

俄罗斯、墨西哥、南非新兴六国所占的比重则由 9. 79%

上升到 17. 49%。�5�

在取得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 新兴大国对世界经

济的影响和贡献也与日俱增。据首创�金砖四国�术语

的美国高盛公司统计, 2000 � 2008年间,中国、印度、俄

罗斯、巴西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30%,而 10年前,这个数字只有 16%。高盛公司预测,

可能早在 2027 年, 中国将超过美国, 成为全球最大的

经济体。到 2032 年, �金砖四国�的经济总量可能与

�七国集团�并驾齐驱。�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8年 10

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 2008年全球经济

增幅的约 78%来自新兴经济体, 2009 年这一数字可能

升至 88% ;其中金砖四国 2008年对全球经济增幅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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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率超过 45%, 即便受金融危机影响, 2009 年金砖四

国的贡献率也将维持不低于 36%的水平。�7�对此,英国

�经济学家�在一篇文章里评论, �新兴经济体是全球增

长的驱动器, ��它们将会对世界经济提供自工业革
命以来的最大繁荣�。�8�在黄金和外汇储备方面, 截至

2009年底,中国大陆、俄罗斯、印度、巴西分别位居世界

排名的第 1、第 3、第 6和第 9, 墨西哥和南非位居第 18

和 41;而西方七国除了日本位居第 2外,其他六国皆排

在 10名以外。其中中国以 2. 4万亿美元的外汇和黄

金储备高居榜首, 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债权

国,并成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 而美国则沦为全球最大

债务国。
�9�
在国际贸易方面, 2009 年, 中国超过德国成

为全球最大出口国, 同时成为世界第三大进口国。俄

罗斯、巴西等国则崛起为重要的能源和资源出口

大国。
�10�

与新兴大国经济上的崛起相伴随, 其发展模式受

到国际上日益增长的关注。在上述六个新兴大国中,

俄罗斯、巴西和墨西哥都曾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接

受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基于�市场原教旨主义�

的经济发展处方�华盛顿共识�, 但除了墨西哥在应对
经济危机方面取得了部分成功外, 该经济处方乏善可

陈,甚至导致了俄罗斯�经济休克�,对其经济和社会发

展造成严重负面影响。进入 21 世纪后, 部分受到中

国、印度发展道路的启发, 俄罗斯、巴西等国开始尝试

非�华盛顿共识�发展模式, 强调国家对经济发展的适

当管理和干预, 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以及某

种程度上的印度)自改革开放以来, 通过� 摸着石头过
河�的渐进式经济改革和发展, 在强调市场作用的同

时,也注重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推动、管理和调控作

用,走出了一条 �国家与市场相结合�的中国式发展道

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在当前国际

金融危机中,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经济上的良好表现

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停滞乃至倒退形成的鲜明反差, 更

进一步增强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发展模式的吸

引力。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 2008年发布的�2025年

全球趋势�评估报告中忧心忡忡地指出, �在未来 15 �

20年里, 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可能转向北京的国家中心

(发展)模式,而非市场和民主政治体制, 来增加快速发

展的机会和政治稳定。��11�
世界银行在一份研究报告中

也称赞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认为其对非洲及其他

欠发达国家具有借鉴意义。�12�

新兴大国在改写全球经济版图的同时, 也在推动

全球权力格局朝着均衡、多极方向发展, 推动全球治理

的民主化。2008年 11月,在华盛顿召开的 20国集团

首脑会议,堪称新兴大国登上全球经济治理舞台的标

志性事件。这是 20国集团自 1999 年成立以来, 首次

举行首脑峰会, 也是新兴大国首次以平等身份参与全

球经济治理。在次年的匹兹堡 20国集团峰会上, 20国

集团替代七国集团被确认为全球经济合作的首要机

制。20国集团首脑峰会的举行及逐步机制化,反映了

新兴大国的经济实力及经济影响力已经获得世界认

可。除了与发达国家携手应对经济危机、参与全球金

融管理外,新兴大国内部还在不同议题领域进行了较

为广泛的合作, 甚至建立了带有机制化色彩的非正式

对话机制。例如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在 2009年哥本

哈根气候大会上就全球气候治理协调立场,形成的�基

础四国�;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金砖四国定期举行

的首脑峰会; 中、俄、印三国外长会议, 以及印度、巴西、

南非的三国对话论坛( IBSA)等等。这些非正式机制的

成立,既加强了新兴大国在国际问题上的磋商协调,也

提升了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声音, 推动了国际关

系和全球治理的民主化。诚如英国国际开发部在一份

研究报告中所言, �世界经济的变化将会伴随地缘政治

的巨大变化,中国、印度的经济增长将会导致多极世界

秩序的出现。��13�

尽管近年来新兴大国在推动全球金融治理的民主

化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然而由于现有全球治理体系

存在的诸多问题与缺陷, 限制了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

理的广度和深度。

二、全球治理体系:问题与挑战

全球治理体系是集全球治理理念、治理模式及治

理机制于一体的治理架构, 其中治理机制是全球治理

体系的主要表现形式与运作方式,是其�硬核�。现有

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硬核�, 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

界银行、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前身)以及联合国、

七国集团, 都始建于二战结束或冷战时期。经过半个

多世纪的沧海桑田, 这一治理体系已经严重滞后于世

界经济政治局势的发展, 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概括

地说,现有治理体系主要存在以下三大问题。

第一,主要治理机制代表性不足。以主要经济治

理机制为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都存在较为

严重的代表性问题, 更毋庸说西方发达国家的排他性

俱乐部七国集团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虽然拥有 187

个成员,但发达国家牢牢地控制着该组织的领导权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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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权。以份额和投票权为例,长期以来, 发达国家所

占比例超过 60% ,其中欧盟超过 32%, 美国超过 16% ,

对决策具有决定性影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

策程序,一般决策需要 50%以上的投票权通过,重要提

案需要获得 85%的投票权才能通过。换言之, 无论是

美国还是欧盟, 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要决议拥

有实质性的否决权。而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新兴大国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性不足, 无法有效捍卫发

展中国家的利益。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2010 年

的改革中已经(承诺)增加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

的份额,但并未根本扭转发达国家在这些机构中的主

导地位。在管理人员的构成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

直由欧美国家把持。总裁按例由欧洲人担任, 美国人

则担任第一副总裁, 三名副总裁中仅有一位来自发展

中国家,主要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来自发达国家,其中欧

盟更是占据了 40% 以上的执行董事和副执行董事席

位。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2010年表示要改革管

理人员的构成和遴选方法,但欧美在这些机构中管理

层的主导地位依然难以撼动。
�14�

类似问题也存在于世界银行。世界银行在 2009

年 10月发布的一份关于世界银行的改革报告中承认,

世界银行在代表权、董事人员构成以及问责等方面都

存在问题,需要改进。报告指出, 发达国家在世界银行

某些机构中(如国际金融公司以及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的投票权比重过大, 特别是美国拥有国际复兴开发银

行 16. 36%的投票权, 对世界银行宪章的修改拥有�一

票否决权�,而成员国的基础投票权比重却日益缩水。
在董事会人员构成上, 在 25 个执行董事席位中, 欧洲

国家占据 8 � 9席, 代表权过高; 而另外一些国家特别

是非洲国家的代表权却�过于拥挤�。这极大地限制了

他们参与决策的机会。在问责方面, 世界银行的决策

层几乎不会因为决策失误或执行问题而受到问责, 世

界银行也无需为其贷款和项目质量或政策建议承担相

应成本。所有这些都�削弱了世界银行的有效性和合

法性,被外界认为该机构只对极少数利益攸关方负

责。��15�在 2010年上半年的世界银行改革中, 世界银行

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使其在世行的投票权上

升到 47%以上,同时启动了内部治理机制改革进程, 旨

在恢复国际社会对世界银行的信心, 提升其治理的合

法性。�16�

第二,主要治理机制有效性不足。无论是作为国

际金融监管和金融稳定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还

是作为世界减贫与发展主要机构的世界银行, 抑或是

作为全球经济治理非正式机制的七国集团, 自冷战结

束以来,其治理的�成绩单�每况愈下。冷战结束后,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七国集团都将基于�市

场原教旨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视作发展中国家经济
发展的金科玉律, 在接受国大力推行私有化、金融、投

资、贸易自由化以及放松管制,甚至以此作为获取贷款

的条件,
�17�
其结果是国际金融危机频频发生,发展中国

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俄罗斯的

�经济休克�、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以及 1999 � 2002

年阿根廷的经济危机, 都直接或间接与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世界银行的政策处方有关,也使得它们作为全球

首要经济治理机制的信誉受到极大挑战。一些学者批

评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向第三世界进

行贷款时,在根本不了解受援国国情的情况下, 根据发

达国家的经验和抽象的理论(市场原教旨主义)向受援

国提出一系列苛刻的贷款条件, 让受援国�削足适履�,
其后果可想而知。�18�最近一次的金融危机表明,作为全

球金融监管和金融稳定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既

未能在危机爆发前充当金融危机的�预防者�, 也无力

在危机愈演愈烈时发挥�救火队�的作用。
第三,现有经济治理理念和模式存在问题。� 新自

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可以说是现有全球经济治理

机制的主要理念和发展模式。兴起于 20世纪 70 年代

英国和美国并在冷战后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新自由

主义�, 极力反对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强调最大限

度发挥私人企业的首创精神, 认为只有市场机制和自

由竞争才能提高一国的财富。�华盛顿共识�则是�新
自由主义�给非西方世界开出的发展药方,由美国经济

学家威廉姆森( John William son)在 1989年提出。威

廉姆森针对当时拉美国家沉重的债务危机, 指出拉美

国家要摆脱债务危机和经济困境, 就必须实施包括私

有化,金融、投资、贸易自由化以及放松管制在内的 10

项�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国家行之有效�的

国内经济改革政策。不难看出, 作为一种经济理念和

政策处方, �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完全是西方
经验的产物。�新自由主义�过分强调市场与政府之间

的对立关系,忽视了两者之间的互补与合作关系。�华

盛顿共识�则将�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行之有

效�的政策措施视作�普适性真理�推广到经济发展水
平和国情都完全不同的拉美及其他发展中国家。20世

纪 90年代的几场经济危机以及最近的经济危机深刻

警示,带有市场原教旨主义色彩的� 华盛顿共识�不仅

会对金融基础设施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造成伤害, 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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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发源地和�华盛顿共识�的

输出国美国及西方世界造成冲击, 甚至引发全球经济

危机。�华盛顿共识�及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

声誉扫地。
�19�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 如何扩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

新兴大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如何进行理念、模式和机制创新, 吸收包括新兴大国在

内的发展经验和成功做法, 使之更具包容性和有效性,

是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的主要挑战。

三、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方向与路径

� � 作为国际权力格局中的新贵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新

手,新兴大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上既要有所作

为,但也切忌冒进,更要防止� 全面开花�。新兴大国必
须明确改革的主攻方向和实施的具体路径。鉴于治理

机制是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和主要运作机制, 新兴大

国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的主要方向应该是改进现有全球

治理机制。另一方面, 由于当前全球经济危机集中暴

露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乃至七国/八国集团

在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上的乏力和失措,而新兴大国

的群体性崛起最主要还是在经济上的崛起, 因而改进

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应该是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改革

的主攻方向。当前, 新兴大国参与国际经济机制改革

具有诸多有利条件:第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

行和八国集团等既有机制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乏力;

第二,新兴大国在经济上的崛起; 第三,国际社会在改

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八国集团等国际治

理机制上有较大共识;第四, 作为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

主要霸权国美国支持并已开始采取步骤推进对这些治

理机制的改革。新兴大国将改进现有治理体系集中于

这些领域,改革的阻力最小,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压力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

世界银行的制度改革已经开始启动, 特别是在增加发

展中国家(主要是新兴大国)的投票权上已基本取得共

识并采取了一些切实的步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

界银行于 2009年 10 月举行了联合会议,提出以增加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在这些机构中的投票权为主要

内容的改革方案, 其中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

增加 5% ,在世界银行增加3%。在2010年4月结束的

会议上,世界银行大幅度增加了中国等新兴大国的投

票权,使得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增加到

47%以上。�20�而在 10 月结束的 20 国集团财长与行长

会议上,也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改革达成协

议,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增加 6%以上, 中国、印度等新

兴大国的投票权增幅较大。对于新兴大国来说, 今后

的努力方向是: 第一,继续稳妥推进投票权改革, 增加

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 第二, 改进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董事会和领导人来源, 增加发展

中国家在这些机构中的领导人比例;第三,加强国际金

融监管和政策协调, 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防范全球

金融风险的能力;加大国际减贫贷款力度,促进发展中

国家的减贫和经济增长; 第四,探索和稳步推进全球经

济治理的机制、模式及理念创新。

在全球非正式治理机制中, 当前出现了两种趋势:

一是 20国集团的崛起;二是全球治理的�集团化�, 或

者说大国协调的出现。20国集团的崛起,是国际政治

经济中的一件大事。它表明, 第一, 新兴经济体开始成

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二, 七国/八国集

团已无力承担全球经济治理的重任, 让位于 20 国

集团。

然而,对于一个全球经济治理机制, 20个成员显然

还是太多。如果着眼于未来 20 年乃至更久的全球经

济治理,而不是局限于眼前的经济困境,则必须考虑到

拟建中的全球经济治理非正式机制的经济代表性和治

理的效率问题, 需要对 20国集团进行�瘦身�, 否则随

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好转, 20 国集团可能又会被八国集

团边缘化。一个可供参考的办法是,在现有 20国集团

内成立一个非正式的核心集团, 重大议题先由核心成

员协商一致,达成初步方案后再交由全体集团成员讨

论。核心成员不宜过多, 5 � 8个最为适宜, 挑选标准主

要根据其全球经济影响力以及适当照顾代表性。美

国、中国、欧盟、日本、印度、巴西、沙特(代表欧佩克)以

及俄罗斯等八个成员可以组成一个核心集团, 或者说

新八国集团。新八国集团基本囊括了所有具有全球经

济影响力的国家或组织, 也兼顾了发达国家与新兴国

家,以及地理上的代表性。当前及未来全球经济中的

金融、贸易、能源与资源、发展不平衡等诸多问题, 都与

这些核心集团成员息息相关, 其解决也离不开它们的

重大参与。新八国集团将不仅仅是 20 国集团的升级

版,也可能最终覆盖现在的八国集团。

当前全球治理中的另一大相关趋势是治理的�集

团化�或大国协调。20国集团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也

是一种治理的�集团化�或大国协调。除了 20国集团

和八国集团外, 还有始于八国集团与新兴大国对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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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8+ 5�对话机制;金砖四国峰会;印度、巴西、南非三

国对话论坛;中、俄、印三国外长会议等诸多对话机制。

这些形形色色的非正式对话机制, 一方面反映了在全

球性问题凸显的今天,任何一国都难以单独应对, 需要

各国协调合作共同解决,另一方面也表明当前国际关

系处于高度的流动状态,全球治理体系在进行紧张的

调整,尚未定型。

在全球治理的诸多集团化趋势中, 新兴大国协调

是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

非等新兴大国,无论是文化传统、宗教信仰, 还是政治

制度及发展方式都存在很大差异, 其中一些国家在冷

战时期还有过矛盾甚至冲突。但冷战结束后, 特别是

自 20世纪 90年代末以来, 随着新兴大国在经济上的

崛起,它们开始日益接近, 并在事关全球经济治理, 维

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等问题上进行协商配合, 试探�集团
化�路径。目前, 它们内部已经有金砖国家峰会, 中、

俄、印三国外长会议,以及印度、巴西、南非的三国对话

论坛等多个平行的多边非正式论坛。这些协调机制的

建立,为新兴大国加强内部团结, 以集团身份推进全球

治理体系改革, 提供了初步但却是极为重要的制度保

障。毕竟,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是一场�治理权重新分

配�, 是将全球治理的部分权力从既有大国向新兴大国

转移。无论是治理的惯性使然, 还是出于对威望和权

力的迷恋, 既有大国都不可能�无怨无悔�地�交权�。

新兴大国只有协商一致, 形成合力, 才能发出自己的

�声音�,才不会因内部分歧分道扬镳或被西方分化瓦

解。新兴大国协调可以采取两种路径:一是针对某个

特定议题的相机性协调, 二是建立某种机制,实行机制

化协调。如上述的 IBSA、金砖四国峰会、中俄印三国

外长会议都可以看作机制化协调, 尽管其机制化程度

不同。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

就气候问题协调立场,被称为�基础四国�, 就是一种相

机性协调。坦白地说, 当前的新兴大国协调才刚刚起

步,无论是协调的机制化程度还是协调的内容都不够

深入。鉴于此,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的新兴大国协调,

可以采取�两条腿走路�, 既针对特定议题进行相机性

协调,也逐步整合、改进现有的多个平行的机制化协

调。一个可供参考的方案是, 在现有多个新兴大国非

正式论坛基础上, 建立一个较为机制化的涵盖中、俄、

巴、印、南非、墨西哥六国的新兴大国峰会, 就全球重大

治理问题进行磋商, 协调立场; 在这一峰会下成立一个

全球治理改革委员会,研究新兴大国有效参与全球治

理、改进全球治理的主张、战略及实施步骤, 协调推进

全球治理改革。

四、中国与全球治理改革

在新兴大国中, 中国的地位十分独特。一方面中

国具有庞大的人口基数,人均 GDP 在六大新兴大国中

排名倒数;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连续 30 年高速增长,

经济规模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和贡献率巨大。

国际社会在谈论新兴大国崛起时, 更多将目光投向中

国(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印度)。一位欧洲学者在对金砖

四国进行分析时说: �金砖四国这一术语或许隐藏了一
个真正的全球大国:中国。亚洲龙(指中国)是惟一能

够在相对短的时期内对发达国家构成真正挑战的经济

体。因为从预测上看, 在未来 30 年里, 它将与欧盟一

样富裕。这次经济危机给了中国展示其经济弹性的机

会,它依然能够达到 8%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上这次金

融危机让中国权力大增, 它现在已经被看作一个关键

和成熟的全球经济玩家。� �21�

近年来, 特别是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中

国在多个场合提出了改进全球治理体系, 特别是全球

经济治理体系的主张和看法。2008年 11 月 15日,中

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首届 20 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时,针对当时严峻的全球金融危机, 提出改革国际金融

体系的�中国主张�。胡锦涛提出,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应遵循全面性、均衡性、实效性三大原则, 目标是建立

一个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为此

要采取四大步骤: 第一, 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 完善

金融监管体系; 第二,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 改革国

际金融组织决策层产生机制, 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

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第三, 鼓励区域金融合

作,充分发挥地区资金救助机制作用; 第四, 改善国际

货币体系, 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胡锦涛还

提出,国际社会在应对金融危机时, 尤其要关注和尽量

减少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造成的损

害。在此后的四届 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 胡锦涛多

次阐释了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主张, 推动全球金融治

理体系改革。�22�在 2009年 7月在意大利举行的八国集

团峰会上,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在� G8+ 5�会议上将中

国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张概括为四个方面: 在治理

目标上,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

展;在治理主体上,全球经济治理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

参与,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以平等身份参

与治理过程,享有相应的代表性、发言权和决策权;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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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方式上, 全球经济治理需要各国通过协商合作共

同解决经济全球化面临的各种难题; 在治理机制上, 改

进现有经济治理机制,扩大代表性,并共同制定有关国

际标准和规范。
�23�

此外,中国还与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大国积

极磋商、协调, 利用金砖四国峰会、八国集团与新兴大

国的� G8+ 5�会议,协调立场, 共同提出改革全球经济

治理体系主张。2009年 6月在俄罗斯召开的首届金砖

四国会议上,金砖四国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表示要加

强彼此间的合作,共同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提高新

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

表性,建立稳定的、可预期的、更加多元化的国际货币

体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加强对最贫困国家的经

济和技术援助。�24�在 2010年 4月巴西利亚召开的第二

届金砖四国峰会上, 四国在会议通过的�联合声明�中

一致表示: �深化和拓展四国对话和合作不仅符合新兴
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而且有利于建设一个

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我们将采取循序渐

进、积极务实、开发透明的方式推动四国对话与合作。�

声明还再次敦促改革全球金融治理机制,提出治理结

构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实质

性转移投票权, 使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决策权与分量相

匹配。��25�
在四国的敦促下,世界银行在 4 月举行的春

季会议上兑现了投票权改革承诺。

应当说,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改革, 特别是全球金

融治理改革上的协调行动已经初步取得了成果, 提高

了新兴大国及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发言权

和分量。但如前所述,全球治理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

治理权的博弈也将伴随着国际权力转移的整个过程,

因而新兴大国必须加强合作, 协调立场。中国作为新

兴大国中人口最多、经济规模最大、经济发展最快、对

全球经济影响力最大的国家, 应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

充当新兴大国全球治理改革的倡导者和协调人。实际

上,自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中国政府提出的改革全

球金融治理体系主张多为其他新兴大国接受, 也体现

在金砖四国发表的两次联合声明中。鉴于新兴大国内

部在贸易、汇率乃至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等问题上还存

在一些分歧和不同看法,其中一些问题与中国密切相

关,因而中国必须加强与新兴大国的沟通与协调, 加大

对新兴大国外交力度,求同存异, 共同推进新兴大国及

发展中国家在改进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主张和利益, 防

止新兴大国内部出现严重分歧和矛盾、被他方所利用,

稳步推进全球治理改革,使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

正、均衡、有效的方向发展。

结论

我们生活在一个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时

代。�全球性的大国游戏规则正在发生改变�, 更多的

新兴大国正在进入大国行列, 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

与者和建设者。然而, 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却无法适

应正在发生的权力巨变, 需要改进, 需要将更多的治理

权从传统的西方国家向新兴大国转移。在这一治理权

转移过程中,新兴大国需要协调配合, 以集体的努力和

共同的声音争取治理权, 切忌因内部矛盾或不和而被

外部利用。作为新兴大国中的重要一员, 中国应在新

兴大国争取治理权的过程中有所作为,积极、稳妥推进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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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N T EN T S

International Polit ics

1 � Th e Fo r eign Po l icy of the N aoto Kan Cabinet by Zhou Yongsheng

Following the idea of real ism, and basing on alliance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 ted States, the Naoto Kan cabi�
nets conducts its foreign policy wi th a f ocus on countries in the Paci f ic Rim and Asia. Its Asian pol icy becomes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The Naoto Kan cabinet values the economic relat ions with Asia, and with China

which support the increase of Japanese economy. But its error in handl ing the col lision of ships event has

brought regression in Sino�Japanese relati ons. The Naoto Kan cabinet also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rel ations
with South Korea, ASEAN, and India. It wants to become closer to South Korea through sincere self�examina�
t ion and apology on the occasion of centennial of merger between them. The Naoto Kan cabinet�s foreign pol i�
cy essentiall y represents the benef it s of the cit izens, the middle class and petty bourgeoisie, and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strata.

8 � Th e Rise o f Em er ging Pow ers as a Group and the Global Gover nance Ref or m by Wei Zongyou

The rise of emerging powers as a group on the worl d stage is not onl y changing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polit i�
cal power conf igurat ion, but also challenging the legit imacy of the gl obal governance system dominated by the

West.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needs to adapt itself to the new reali ty and transf er part of the governing

power to emerging powers. However, to make the transference of governance power more smoothly and ef f i�
cientl y, the emerging powers shoul d coordinate and cooperate among themselves and push the ref orm of g lobal

governance as a group during the transiti on period. As an important party of the emerging powers,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its diplomacy towards emerging powers and coordinate their ef f orts and positions toward

global governance ref orm.

15 � Ch rist ian Evangelicals an d U . S. Diplom acy by He Zongqiang

Christian Evangeli cal as a persi stent social and poli tical f orce direct ly or indi rect ly promotes global expan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verseas missionary activiti es contri bute to the building of cross�cultural ties, fostering
awareness of gl obal community , promoting the spread of the concept of human ri ghts, implementing human�
itarian assistance, strengthening link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w ith the world, thus helping expand U. S.

global inf luence. Evangelicals emphasi s on human rights, rel igious f reedom,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other is�
sues, has a certain impact on Ameri can f oreign pol icy .

21 � T he C hal lenge and Exper ience o f th e Developm ent of EU ETS to C DM by Chen Shuf en

As two main models of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EUETS and CDM with their respective f eature, have played

important rol e in the promotion of unif 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carbon market. But in actual practi ce, EUETS

appears to be more ef fective. On the basis of success in the f irst two stages, w ith ongoing innovation EUETS

has entered the third stage. On the contrary , CDM under the Kyoto Protocol is st ill i n i ts initial stage and has

conf ronted many challenges, especiall y the f ierce challege f rom EUETS. In the Post�Copenhagen era, how to
improve the system of CDM on the experience of EUETS is the main task in the design of carbon emi ssion

trading system in Post�Kyoto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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