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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视角下的中国与Ｇ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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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Ｇ２０推动中国从全球治理的外围走向中心，并催生了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观。中国的参与也增

强了Ｇ２０在全球治理领域内的合法性和影响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切入口在于全球经济治理，但又不局限

于全球经济治理，呈现出以发展为主线同时推进各领域全球治理的特征。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观以共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以平等、开放、合作和共享为治理准则，致力于建设一个包含金融、贸易投资、能源、发

展、安全和新疆域的全面治理体系。这一治理观的特点是突出顶层设计，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治理观，强调国家

间的平等合作是实现全球治理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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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２０为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中小国家

的代表通 过 对 话 维 护 全 球 经 济 的 稳 定 发 展 提 供

了一个关键性的平台，也为促进更为良好的全球

治理提供了 前 所 未 有 的 机 遇。虽 然 Ｇ２０是 一 个

协调经济事务的首要平台，但是其所涉及的议题

已经涵盖 了 几 乎 所 有 的 全 球 治 理 领 域，从 贸 易、
投资、金融、发 展 这 些 传 统 的 经 济 议 题 到 气 候 变

化、反恐、难民、网络安全以及卫生健康等新兴全

球治理 议 题。因 此，对 于 中 国 而 言，Ｇ２０是 一 个

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

一、Ｇ２０推动中国从全球治理的边缘走向中心

　　中 国 参 与 全 球 治 理 经 历 了 一 个 从 边 缘 到 中

心的过程（见表１），推 动 这 一 过 程 的 动 力 主 要 来

自两方面：一方面，全球性问题增多，特别是金融

危机频发，现 有 的 全 球 治 理 机 制 存 在 能 力 赤 字，
一些新的治理机制如Ｇ２０应运而生，包括中国在

内的一些 新 兴 市 场 国 家 被 邀 请 加 入；另 一 方 面，
自１９７８年改 革 开 放 以 来，中 国 与 世 界 的 联 系 日

益密切 和 复 杂，中 国 海 外 利 益 保 护 需 求 急 剧 上

升，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国对于全球治理的参与态

度也从被 动 参 与 和 谨 慎 应 对 转 变 为 积 极 参 与 并

争取更大 话 语 权。如 果 前 一 个 方 面 的 因 素 是 被

动要求承担全球治理责任，后一个方面的因素则

是中国自身发展的主动需求。

２００９年Ｇ２０匹兹堡峰会明确Ｇ２０是协调全

球经济事务的首要平台，因此加入Ｇ２０也意味着

中国进入了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心。在中国参与的

全球治理多边机制中，除了联合国，Ｇ２０是唯一一

个级别最高、涵盖地区和国家最广泛、议题领域虽

然以经济为主但是也日益宽泛并且参与其中的国

内部门 机 构 最 为 全 面 的 综 合 性 治 理 机 制。虽 然

Ｇ２０具有松散的论坛性质，但是从２００８年全球金

融危机爆发以来的表现来看，其在应对危机、维护

金融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就还是相当显

著的。在Ｇ２０机制下，不仅形成了各国联手应对

金融危机的集体行动，还推动了世界银行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份额改革，并且在一些

重要的全球性 议 程 如《巴 黎 气 候 协 定》、《２０３０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上，Ｇ２０也发挥着不容忽

视的引领作用。因此，如果说联合国安理会是全

球安全治理的支柱性机构，那么Ｇ２０则是全球经

济治理的支柱性平台。加入Ｇ２０，标志着中国对

全球治理的参与实现了从外围到中心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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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国从全球治理的外围走向中心

时间 全球治理核心机制 中国参与情况

１９４５年 联合国
１９４５年加入，

１９７１年恢复合法地位

１９７６年 七国集团Ｇ７ 未加入

１９９８年 八国集团Ｇ８ 未加入

１９９９年 Ｇ２０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成员

２００５年 Ｇ８＋５ 成员

２００５年 Ｇ２０北京部长会议 东道国

２００８年 Ｇ２０升级为领导人峰会 成员

２０１６年 Ｇ２０杭州峰会召开 主席国

　　来源：作者自制。

中国加入Ｇ２０并非主动争取的结果，而是一

个由发达国家主导的选择结果。美国前总统布什

在自传中对于如何确定哪些国家加入Ｇ２０只是一

笔带过：“这场金融危机是国际性的，其中最重要的

决策之一就是决定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处理这个问

题。尼古拉斯·萨科齐这位活力四射、一贯亲美的

法国总统，敦促我召开国际峰会。我慢慢觉得这

是个好主意。问题是邀请哪些国家。我决定召开

一个二十国集团峰会，这个集团包括中国、俄罗斯、
巴西、墨西哥、印度、澳大利亚、韩国、沙特阿拉伯和

其他活跃的经济体。”①根据加拿大多伦多大学Ｇ２０
研究中心主任柯顿教授的分析，Ｇ２０的成员名单来

自加拿大的时任财长马丁之手，“对于二十国集团，
其灵感和倡议来自加拿大财政部长保罗·马丁。他
与劳伦斯·萨默斯进行接触后，后者迅速同意此倡

议。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７日，两人在华盛顿萨默斯的办

公室见面，设计这个俱乐部”②。柯顿教授的分析

有突出加拿大影响力的因素，但是保罗·马丁的确

功不可没，他 也 是 公 认 的“Ｇ２０之 父”。对 于 Ｇ２０
成员的选择，更为公开和权威的说法来自１９９９年

的《Ｇ７峰会公报》，对于在Ｇ７基础上扩大而成的

Ｇ２０成员国家的资格给出了两个标准：“系统重要

性国家”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③ 总的来看，Ｇ２０
虽然是一个由发达国家集团设计的新机制，但是

也有其历史必然性。传统的国际实力对比格局和

利益分配发生变化，有必要通过新的政策谈判对

全球治理的相关机制、制度和规则做出适应性的

调整，Ｇ２０正好适应了这种政策谈判的需要。中国

通过加入Ｇ２０平台实现了从全球经济治理外围到

中心的转变，并且随着Ｇ２０议题的泛化，中国在全

球治理领域的影响力也一并获得提升。

二、Ｇ２０催生中国全球治理观的形成

　　中国通过参与Ｇ２０对话，加深了对于全球治

理的认识，并 逐 步 形 成 了 中 国 的 全 球 治 理 观。从

１９９９年Ｇ２０财长会议开始，中国呈现出逐步重视

全球治理的明显趋势。Ｇ２０杭州峰会是一个重要

的催化剂，对中国全球治理观的形成是一个加速推

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仅在杭州峰会上首次

系统阐述了中国的全球经济治 理 观，而 且 在Ｇ２０
杭州峰会召开前后围绕全球治理发表了一系列的

重要讲话（见表２），这些讲话比较完整地展现了中

国的全球治理观。

表２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于全球治理的系列重要讲话

时间 地点 主题 备注

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６日 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 《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 全文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２日 中国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 “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 部分

２０１６年９月３日 中国杭州，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 《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 全文

２０１６年９月４日 中国杭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开幕式 《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 全文

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７日 中国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部分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９日 秘鲁利马，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深化伙伴关系　增强发展动力》 全文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７日 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式 《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 全文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８日 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文

　　来源：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信息，作者自制。

９３

①

②

③

［美］乔治·沃克·布什：《抉择时刻》，东西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４３２页。
［加］约翰·Ｊ．柯顿：《二十国集团与全球治理》，郭树勇、徐谙律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８７　８８页。
“Ｇ７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８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８．ｕｔｏｒｏｎｔｏ．ｃａ／ｓｕｍｍｉｔ／１９９９ｋｏｌｎ／ｇ７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ｊｕｎｅ１８．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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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２０杭 州 峰 会 上 中 国 首 次 系 统 阐 述 了 全 球

经济治理观，提出了“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

向、以合作 为 动 力、以 共 享 为 目 标 的 全 球 经 济 治

理观，倡导构 建 金 融、贸 易 投 资、能 源、发 展 等 四

大治理格局”①。（见图１）在习主席后续的系列讲

话中，在全 球 经 济 治 理 的 基 础 上 不 断 扩 展，加 入

了安全和新兴领域的治理，并最终形成了系统化

的全球治 理 观。这 一 治 理 观 回 答 了 要 建 设 一 个

怎样的世 界 以 及 要 通 过 国 际 合 作 来 形 成 一 个 什

么样的全 球 治 理 格 局 的 问 题。对 于 要 建 设 一 个

什么样的世 界 的 问 题，习 近 平 主 席２０１７年１月

１８日在联合国 日 内 瓦 总 部 发 表 的 演 讲 中 将 其 总

结为五个 关 键 词：持 久 和 平、普 遍 安 全、共 同 繁

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② 为了建设这样一个建

设目标，全 球 治 理 格 局 应 该 是：公 正 高 效 的 全 球

金融治理格局；开放透明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

格局；绿色 低 碳 的 全 球 能 源 治 理 格 局；包 容 联 动

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秉承公平、开放、全面、创

图１　中国的全球治理观

新的发展观；安全治理格局上坚持共同、综合、合

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同时在深海、极地、外空、互

联网等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

互博弈的竞技场。
归结起来，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观以“人类命运

共同体”为核心理念，以平等、开放、合作和共享为治

理准则，致力于建设一个包含金融、贸易投资、能源、
发展、安全和新疆域治理的体系。这一治理观的特

点是突出顶层设计，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治理观，强调

国家间的平等合作是实现全球治理的关键。
中国参与 全 球 治 理 的 切 入 口 在 于 全 球 经 济

治理，但又 不 局 限 于 全 球 经 济 治 理，呈 现 出 以 发

展为主线 同 时 推 进 全 球 安 全 治 理 和 新 疆 域 治 理

的全球治 理 的 特 征。以 全 球 经 济 治 理 为 主 的 原

因在于，相 比 于 高 政 治 的 安 全 治 理 和 新 疆 域 治

理，全球经济治理业已形成相对成熟的制度规则

体系，金融危机使得改革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成

为一种集体性的迫切需求，加之中国自身经济发

展的实力 积 累 使 中 国 具 备 了 更 多 参 与 全 球 经 济

治理的意 愿 和 提 供 公 共 治 理 产 品 的 能 力。对 中

国而言，“Ｇ２０是 一 个 发 达 国 家 和 发 展 中 国 家 均

得到平等代表的多边论坛，中国可以借助这一平

台建立、发 展 与 其 他 大 国 的 关 系，以 共 同 利 益 的

名义寻求自身利益，推动国际经济体系的逐步改

变和长期变革”③。Ｇ２０与传统的Ｇ８为主的治理

平台相比，能 够 让 中 国 有 更 多 的 舒 适 度，契 合 了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和利益需求，因

此Ｇ２０也就具备了推动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 理

并形成中国特色治理观的潜在影响力。

三、中国对Ｇ２０和全球治理的贡献

　　全球治理是一个互动的过程，Ｇ２０在推动和影

响中国的全球治理观的同时，中 国 也 推 动 了Ｇ２０

的发展。中国的加入不仅增强了Ｇ２０的合法性、
代表性，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案。

０４

①

②

③

习近平主席在杭州出席２０１６年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

２０１６年９月３日，中国外交部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２０ｃｈｎ．ｏｒｇ／ｂａｎｎｅｒ／２０１６０９／ｔ２０１６０９０３＿３３１１．ｈｔｍｌ。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８日，中国外交部网

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ｚｉｌｉａｏ＿６７４９０４／ｚｔ＿６７４９７９／ｄｎｚｔ＿６７４９８１／ｘｚｘｚｔ／ｘｊｐｄｒｓｊｘｇｓｆｗ＿６８８６３６／ｚｘｘｘ＿６８８６３８／

ｔ１４３１７６０．ｓｈｔｍｌ。

Ｔｙｌｅｒ，Ｍｅｌｉｓｓａ　Ｃｏｎｌｅｙ，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Ｈｉｇｈ　Ｈｏｐｅ　ｆｏｒ　Ｇ２０，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ｏｗ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ｒｇ／

ｆｉｌｅｓ／ｃｈｉｎａ－ｇ２０－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１．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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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杭州峰会推动Ｇ２０向长效治理机制转

型。在中国的精心设计和努力协调下，“杭州峰会

成为Ｇ２０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参与最广泛、发展特

色最鲜明、发展成果最突出的一次峰会。峰会首

次把创新作为核心成果，首次把发展议题置于全

球宏观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首次形成全球多边

投资规则框架，首次发布气候变化问题主席声明，
首次把绿色金融列入二十国集团议程。峰会达成

的２９项重要成果，在Ｇ２０进程中留下深刻中国印

记，成为Ｇ２０发展史上一座里程碑”①。中国通过

将发展议题主流化的努力来推动Ｇ２０向长效治理

机制转型，形成了落实联合国《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的集体行动计划，为Ｇ２０的机制的可持续发

展奠定了议题基础。中国还以合作和开放的办会

方式，为全球治理和集体行动注入更多的信任基

础。对于涉及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比如产

能过剩、反腐败等议题，都在中国的积极支持和主

动参与下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Ｇ２０杭州峰会核

准了《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中

国还主动提出在北京设立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

追赃研究中心的倡议。针对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国

产能过剩问题，杭州峰会通过组建关于钢铁产能

过剩的全球论坛，加强信息分享与合作。
其次，中国提出平等是全球治理的基础，反映

发展中国家 的 利 益 诉 求，增 强 了 Ｇ２０的 合 法 性。
中国主张要秉持共商、共建和共享的全球治理理

念。具体而言，平等是指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

则平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习主席强

调要致力于“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

合理的安排，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

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切实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特

别是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

和发言权，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

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
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

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②。在Ｇ２０杭州峰会期间召

开的工商峰会（Ｂ２０）主旨讲话中习主席再次重申，
全球经济治理“要与时俱进、因时而变，以平等为

基础，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增加新兴市

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

在国际经 济 合 作 中 权 利 平 等、机 会 平 等、规 则 平

等”③。“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

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

革是大势所趋。我们要抓住机遇、顺势而为，推动

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更好维

护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条件，为促进人类和平与

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更大贡献。”④上述这些重要

的论述表明，中国关注全球治理不仅仅是应对各

种全球性挑战，根本目的是：在给国际秩序和国际

体系定规 则、定 方 向 时，在 对 发 展 制 高 点 的 争 夺

上，在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

排中的地位和作用中，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角色，而
是要争 取 更 多 主 导 性 的 地 位。中 国 参 与 全 球 治

理，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发展需要，也是为了发展

中国家群体的共同利益，为了建设一个更可持续

的国际和平发展环境。
第三，推动 Ｇ２０建 立 开 放 的 全 球 治 理 格 局，

维护和完 善 全 球 可 持 续 发 展 所 需 的 公 平 和 共 享

的治理环境。中国认为在全球治理方面，要坚持

理念、政策和机制的开放。中国明确提出全球经

济治理要“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

为目标。当前形势下，全球经济治理重点要共同

构建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维护世界经

济稳定大局；共同构建开放透明的全球贸易和投

１４

①

②

③

④

《外交部部长王毅在２０１６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上的演讲》，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日，中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ｗｊｂｚ＿６７３０８９／ｚｙｊｈ＿６７３０９９／ｔ１４２１１０８．ｓｈｔｍｌ。
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第二

十七次集体学习的讲话），新华网，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３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５－１０／１３／ｃ＿１１１６８１２１５９．ｈｔｍ。
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主旨演讲），Ｇ２０官网，２０１６年９月３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２０．ｏｒｇ／ｂａｎｎｅｒ／２０１６０９／ｔ２０１６０９０３＿３３１０．ｈｔｍｌ。
习近平：《加强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二十 国 集

团领导人峰会和全球治理体系变 革 进 行 第 三 十 五 次 集 体 学 习 讲 话），新 华 网，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８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
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６－０９／２８／ｃ＿１１１９６４１６５２．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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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理格局，巩 固 多 边 贸 易 体 制，释 放 全 球 经 贸

投资合作潜力；共同构建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

理格局，推 动 全 球 绿 色 发 展 合 作；共 同 构 建 包 容

联动的全 球 发 展 治 理 格 局，以 落 实 联 合 国２０３０
年可持 续 发 展 议 程 为 目 标，共 同 增 进 全 人 类 福

祉”①。在中国看来，全球治理要适应不断变化的

形势需 求，需 要 创 设 平 等 开 放 的 对 话 与 合 作 格

局，充分听取各国利益诉求，鼓励政府、社会各方

积极参与和 融 入，不 搞 排 他 性 安 排，防 止 治 理 机

制封闭化 和 规 则 碎 片 化。全 球 治 理 的 未 来 不 取

决于任何一个单一国家的意愿，在国际体系呈现

日益多元化 的 趋 势 下，一 个 更 加 开 放、平 等 和 民

主的治理结构才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尽管对于 中 国 积 极 参 与 全 球 治 理 的 原 因 有

不同的解读，比如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

研究员丹妮拉·斯特拉布（Ｄａｎｉｅｌａ　Ｓｔｒｕｂｅ）、休·乔

根森（Ｈｕｇｈ　Ｊｏｒｇｅｎｓｅｎ）认 为 主 要 有 三 个 方 面 的

因素：“第一，提高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

全球治理 架 构 尤 其 是 布 雷 顿 森 林 体 系 中 的 代 表

性和发言权；第 二，争 取 更 大 的 发 言 权 和 影 响 力

也是为了对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发展有所影响，
从而避免未 来 中 国 利 益 受 到 威 胁；第 三，更 大 的

发言权也 符 合 中 国 作 为 利 益 攸 关 方 承 担 更 多 责

任的美好愿望。”②但是，“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在解决全球 治 理 赤 字 中 的 政 治 意 愿、能 力、责 任

承担下降的情况下，中国要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

大作用，这当然是全球治理的好消息。解决全球

治理赤字 是 中 国 进 一 步 嵌 入 现 有 世 界 秩 序 的 最

好机会。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有四个：参与

者、改革者、建 设 者 和 协 调 者。如 果 这 四 大 角 色

在相当程度上到位，相信全球治理赤字的状况将

得到重大改善”③。实际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兼

具自利和利 他 的 目 的：从 自 利 角 度 看，中 国 积 极

参与全球 治 理 的 根 本 目 的 是 为 了 建 设 和 维 护 好

和 平 发 展 的 国 际 环 境，为 实 现“两 个 一 百 年”目

标④创设有利的外部环境；从利他角度来看，作为

全球第二 大 经 济 体 和 具 有 全 球 影 响 力 的 新 兴 大

国，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对于改善全球治理赤

字、提高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以及维护世界和平发

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基础

　　基 于 人 类 共 同 拥 有 的 地 球 和 全 球 化 发 展 的

大 势 以 及“天 下 大 同”的 传 统 思 想，中 国 提 出 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并以此为出发点形成了

中国的全球治理思想和核心理念。因此，可以将

“人类命运共同 体”看 作 中 国 参 与 全 球 治 理 倡 导

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归宿。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党的十八大报告里一段文字首

次提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这个世界，

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

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

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命运共同体。”⑤２０１３年３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第一次向世界传递

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明确提出了“人类命

运共同体”概念。基于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及

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习近平主席在２０１３年到

２４

①

②

③

④

⑤

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主旨演讲），Ｇ２０官网，２０１６年９月３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２０．ｏｒｇ／ｂａｎｎｅｒ／２０１６０９／ｔ２０１６０９０３＿３３１０．ｈｔｍｌ。

Ｈｕｇｈ　Ｊｏｒｇｅｎｓｅｎ，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ａ　Ｓｔｒｕｂｅ，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Ｇ２０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ｈｔ－
ｔｐ：／／ｗｗｗ．ｌｏｗ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ｒｇ／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ｉｎａ－ｇ２０－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庞中英：《全球治理的中国角色》，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５８页。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确定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 目 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两个一百年”目 标 分 别 是：在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一 百 年 时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在 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

关于全球治理的集体学习时也强调了参与全球治理、服务“两个百年目标”。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８日，人民网，ｈｔｔｐ：／／ｃｐｃ．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２／１１１８／ｃ６４０９４－１９６１２１５１－３．ｈｔｍｌ。



第２期 张海冰：全球治理视角下的中国与Ｇ２０

２０１５年之间曾６２次谈到“命运共同体”，这一论述

就是要告诉世界，中国人民期盼着同各国人民一

起，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①２０１７年

１月１８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的主题

就是《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在演讲中指出，
“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也正处在

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回首过

去１００多年的历史，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就是和平与

发展。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让

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
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

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②。
“人类命 运 共 同 体”是 在 肯 定 全 球 化 发 展 大

势和思 考 全 球 治 理 面 临 的 挑 战 基 础 上 提 出 的。
斯蒂格利茨 在《全 球 化 与 发 展》一 文 中 指 出：“全

球化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确实具有巨大潜力，但是

由于全球化过去五十多年的推进方式，它还没有

充分发挥 它 的 潜 力。有 许 多 改 革 可 以 进 行。”同

时，他也指出：“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重

要问题。”③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以

发展治理 为 核 心 的 新 型 全 球 治 理 理 念。在 中 国

看来，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在追求本国利

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

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的和可持续的新型

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人类命 运 共 同 体”的 治 理 理 念 是 建 立 在 维

护以联合 国 宪 章 为 代 表 的 国 际 关 系 公 认 规 则 的

基础之上。业已形成的国际关系公认准则包括：
从３６０多年 前《威 斯 特 伐 利 亚 和 约》确 立 的 平 等

和主权原则，到１５０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

国际人道 主 义 精 神；从７０多 年 前《联 合 国 宪 章》
明确的四大 宗 旨 和 七 项 原 则，到６０多 年 前 万 隆

会议倡导 的 和 平 共 处 五 项 原 则。这 些 国 际 关 系

演变所积累的一系列公认的原则是“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规 则 和 制 度 基 础，既 是 全 球 治 理 的 历 史

成就，也是今后全球治理的重要制度基础。习主

席在中共 中 央 政 治 局 第 二 十 七 次 集 体 学 习 中 提

出：“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这

些宗旨和 原 则 未 能 得 到 有 效 履 行。要 坚 定 维 护

以联合国 宪 章 宗 旨 和 原 则 为 核 心 的 国 际 秩 序 和

国际体 系，维 护 和 巩 固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胜 利 成

果，积极维 护 开 放 型 世 界 经 济 体 制，旗 帜 鲜 明 反

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④从维护国际社会已经

形成的治 理 规 则 角 度 看，中 国 倡 导“人 类 命 运 共

同体”不是 要 另 起 炉 灶，而 是 基 于 人 类 社 会 发 展

的历史和现实给出的中国建议。

五、中国参与以Ｇ２０平台为代表的全球治理前景展望

　　中 国 对 于 全 球 治 理 和 共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富有雄心、责任心和行动力。中国通过筹办２０１６
年Ｇ２０杭州峰会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平等 和

开放的主席国形象，为了办好Ｇ２０峰会，中国“专

程走进联合国、非盟总部、七十七国集团、最不发

达国家、内 陆 国 和 小 岛 国，向 他 们 介 绍 峰 会 筹 备

情况，倾听各 方 利 益 诉 求，集 众 智、聚 合 力，对 话

范围覆盖 了 几 乎 所 有 联 合 国 会 员 国。依 托 博 鳌

亚洲论坛、世界经济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高官会、
经合组织 部 长 级 会 议 等 平 台，连 续 召 开 协 调 人、
财长和央 行 行 长、各 专 业 部 长 及 工 作 组 等 近７０
场会议，主办 工 商 峰 会、劳 动 会 议、智 库 会 议、青

年会议、妇女会议以及民间社会会议等一系列大

型配套活动，打造最广泛的国际共识”⑤。中国通

３４

①

②

③

④

⑤

国纪平：《为世界许诺一个更好的未来———论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８日１版。
《习近平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９日，中国外交部网站，ｈｔｔｐ：／／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ｚｉｌｉａｏ＿６７４９０４／ｚｔ＿６７４９７９／ｄｎｚｔ＿６７４９８１／ｘｚｘｚｔ／ｘｊｐｄｒｓｊｘｇｓｆｗ＿６８８６３６／ｚｘｘｘ＿６８８６３８／ｔ１４３１７５９．ｓｈｔｍｌ。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与发展》，载［英］戴维·赫尔德等：《驯服全球化》，童新耕译，上 海：上 海 译 文 出

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４５、２７页。
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３日，新华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

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５－１０／１３／ｃ＿１１１６８１２１５９．ｈｔｍ。
王毅：《Ｇ２０杭州峰会：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成功实践》，载《求是》，２０１６年第２１期，第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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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Ｇ２０这一治理平台展现了大国领导力和行 动

力，这些广泛开展的对话在形成国际共识的同时

也对中国的全球治理的思想产生了长远影响。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仍然面临一系列的重要挑

战，主要问题是历史形成的治理主导权失衡，西方

发达大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的决策机制、议题

设置、规则制定中具有优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

中群体则处于相对弱势。对此，中国致力于加强在

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统筹

协调能力上的建设。总之，中国希望通过参与Ｇ２０
能实质性地提升自身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Ｇ２０论坛并非不存在隐忧，早在其建立之初

就面临合法性和代表性的质疑，而且Ｇ２０成员的

多元化导致了价值观上的分歧，对形成全球治理

所需要的集体共识构成长期挑战。此外，Ｇ２０缺

乏落实机制，使得其治理效果大打折扣。意大利

前总理普罗迪曾列举了Ｇ２０的三大局限性：“第

一，Ｇ２０不是 一 个 组 织，只 是 一 个 通 过 共 识 形 成

决策的论坛；第二，不可避免的是，一旦危机压力

过去，成员 国 就 会 转 而 以 其 国 家 利 益 优 先，集 体

行动很难达 成，除 非 其 符 合 国 家 利 益 的 需 要；第

三，Ｇ２０不是‘全球经济政府’。”①更为严峻的是，
伴随当前反全球化和经济保守主义思潮，以特朗

普当选美 国 总 统 和 英 国 脱 欧 为 标 志 性 事 件 的 国

际大环境下，Ｇ２０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开展有效

的治理合作，正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说到底，全球治理最大的困境是落实，即集体行

动的困境，也就是各国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下如

何开展有效的合作是个难题。“历史经验表明，大国

间的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挑战，是解决全球问题的

关键。因此大国理应承担‘全球领导’的使命与责

任。作为传统大国的美国和新兴大国的中国，需要

在新的历史时期探索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许
多全球问题的解决需要中美发挥领导力。”②对中国

而言，要想在未来的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多的作用和

影响力，必须要持续加强与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系统

性重要国家的合作与协调，唯此才能共同塑造一个

稳定、强劲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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