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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模式转换的理论分析
———以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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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全球治理在不同议题领域的绩效差异根本上取决于特定议题领

域的权势集中度和治理民主化水平的组合，由此产生了科学驱动的自下而上、大国主

导的自上而下、集团主导的自上而下、社会驱动的自下而上等 4 种全球治理模式。需

要指出的是，既定议题领域的治理进程往往遵循大致类同的演进路径，即从科学驱动

逐渐发展到少数国家主导再到集团性主导，最后实现全面参与。尽管如此，权势转

移、技术突破、参与意识和可用资源的变动等均可能打破这一线性演进逻辑，导致出

现全球治理模式的回逆或循环发展。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迄今为止的发展，完整再现

了全球治理模式的演进和转换。全球治理模式演进和转换的内在逻辑为中国参与和

塑造全球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中国可依据议题领域的差异采取相应的战略举措，重

点聚焦权势分配结构、谈判联盟和技术突破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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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

当前的全球治理处于一种尴尬境地: 一方面，以全球发展议程、全球气候变化治

理等为代表的全球治理努力似乎取得了重要进展; 另一方面，以移民危机、恐怖主义

危机和极端化发展等为代表的全球治理似乎正走向失败。由此而来的问题是: 为什

么全球治理在部分议题领域相对成功，而在其他议题领域收效甚微? 在这些不同的

议题领域，既有的治理努力或模式有何差异? 能否将相对成功的经验推广至其他议

题领域? 如果可行，如何推广，如何改变现有的治理模式和路径而实现治理转型? 比

较不同议题领域的治理可以发现，治理绩效的差异根本上源于两个因素，即权势集中

度和治理民主化水平。权势集中度和民主化水平的不同组合将决定特定议题领域的

全球治理模式; 而这一组合模式的变化也会导致治理模式的相应变化。全球气候变

化治理从传统的自上而下模式向自下而上模式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一权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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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格局和民主化水平组合变化的结果。理解全球治理模式的演进和转换的内部逻

辑，对于中国参与和塑造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

一、全球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

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深化催生了大量的全球公共性领域，使全球治理成为一种

必需。由于不同议题领域的挑战和机遇可能存在重大差异，因此也必然导致相应的

治理努力存在差别。由此可见，研究全球治理模式的演进和转换的内在逻辑显得相

当必要。

关于全球治理的概念，可谓众说纷纭，始终未形成统一认识。但是目前使用最多

的仍然是全球治理委员会提出的概念:“治理是各种各样的个人、团体处理其共同事

务的总和。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各种相互冲突和不同的利益可望得

到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①全球治理模式则是对某种或某一阶段的全球治理核心

治理方式和特点的概括和总结，它是区别不同治理的根本标志。既有研究主要有 4

种分类标准: 根据治理主体及其关系，可将其分为国家中心治理和多中心治理两种模

式; ②根据治理方式的不同，可将其分为霸权治理、制度治理和民主治理 3 种模式; ③根

据全球治理所追求的价值，可将其分为国家主义治理、国际主义治理和全球主义治理

3 种模式; ④根据全球治理的主体、对象、机制、价值和目标，可将其分为国家中心治

理、国际机制、超国家中心治理和多层次全球治理 4 种模式。⑤

需要指出的是，对全球治理模式的上述分类使全球治理的两个基本特征模糊化，

从而无法真正理解当前全球治理在不同议题领域的绩效差异。这两个基本特征是:

一方面，国际关系根本上仍是一种权势关系，尽管权势的概念正日益多维化⑥、国际关

系正日益道德化⑦; 另一方面，主权国家仍是国际社会最为重要、最为基本的行为体，

·821·

《国际关系研究》2016 年第 2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 页。
［日］星野昭吉:《全球治理的结构与向度》，《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 3 期，第 1 页。
卢静:《全球治理: 模式转变》，载朱立群、［意］富里奥·塞鲁蒂、卢静主编: 《全球治理: 挑战与趋势》，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8 ～ 21 页。
蔡拓:《全球治理的反思与展望》，《天津社会科学》2015 年第 1 期; 蔡拓:《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中

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 3 期。
王金良:《全球治理的四种模式》，载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全面深化改革与现代国家治理———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十二届学术年会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47 ～ 257 页。
有关权势概念的多维化发展，参见潘亚玲: 《应对霸权衰落: 美国中长期战略前瞻》，《美国研究》2013

年第 2 期，第 52 ～ 53 页。
有关国际关系的道德化发展，参见张春:《建构中国特色的国际道德价值观体系》，《社会科学》2014 年

第 9 期，第 13 ～ 14 页。



尽管其他行为体也日益全面深入地参与国际事务。换言之，尽管被称作全球治理，不

同行为体相互间的权势分配情况或权势集中度，以及各行为体在特定议题领域的参

与程度或治理民主化水平，均可能显著影响全球治理的绩效。据此，笔者以权势集中

度和治理民主化水平为标准，对全球治理模式的类型学进行重新评估。在权势集中

度较高的议题领域，往往会出现较少的行为体主导治理努力，无论这些行为体是少数

大国还是集团性质的，因此更多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 而在权势集中度较低的

议题领域，大量行为体可获得参与空间，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可能占据主导。由此可

得出全球治理的 4 种模式，即科学驱动的自下而上、大国主导的自上而下、集团主导

的自上而下和社会驱动的自下而上模式( 见表 1) 。

表 1 全球治理模式的类型学

治理民主化水平

低 高

权势

集中度

低 1. 科学驱动的自下而上模式 4. 社会驱动的自下而上模式

高 2. 大国主导的自上而下模式 3. 集团主导的自上而下模式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第一种模式“科学驱动的自下而上模式”是指在特定议题领域的权势集中度和

治理民主化水平均相对较低时，对该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于科学技术领域，尚未进入

政策领域，或者说该议题尚未被“安全化”，①从而难以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

在这一模式下，科技专家或知识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在主导相关规范的建构，因此该

议题仍处于全球治理的起步阶段即政策共识建构阶段，是一种科学或知识驱动的自

下而上模式。

第二种模式“大国主导的自上而下模式”是指在权势集中度高但治理民主化水

平低的议题领域，少数大国主导了该议题领域的治理话语、规范和制度安排，其他中

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均难以发挥重大影响。由于少数国家掌握该议题领域的核心

技术、资金资源和核心机制，因此尽管治理民主化水平低、实质性参与者少，但仍容易

达成合作共识、治理机制甚至相关国际法律，合作的成本也较低，能够保障“自上而

下”的制度安排的实施和治理效果。例如，外太空治理由于技术门槛和能力门槛都

相当高，因此迄今仍只有美国、俄罗斯、欧盟和中国等少数国家可以有效参与该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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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理，因此其大国主导的自上而下模式体现得相当明显。① 又如，在因特网治理中，

尽管技术扩散非常快，导致技术门槛逐渐消失，但由于美国长期以来在该领域的技术

垄断和机制垄断，因此美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忽视甚至无视国际呼吁，继续在该领域

采取大国主导的自上而下治理模式。②

第三种模式“集团主导的自上而下模式”是指在权势集中度高、治理民主化水平

也高的情况下，一方面少数行为体对议题领域的治理规范和治理机制拥有实际控制

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大量行为体参与而迫使前述实际控制者不得不更多地考虑治理

的合法性，进而必须采取包容性举措将大量的行为体纳入治理进程，因此出现一种集

团性的自上而下治理模式。现实中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全球安全治理的负责机制，即

联合国安理会。一方面，考虑到全球安全治理的敏感性和资源要求，权势往往掌握在

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 P5) 手中，再加上安理会是联合国系统中最具权势的机构，

其决议具有很强的约束力，能够保障治理效果的实现，因此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仍是

首选; 另一方面，为了在更大程度上体现公意，使安理会决议拥有更大的合法性，尽管

5 个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但仍需得到其他非常任理事国的同意，再加上各大国对

全球安全挑战的认知和利益差异，因此经常出现其他非常任理事国与某个或某几个

常任理事国形成暂时性的议题集团，共同推动特定安全事务治理的现象，或者说是一

种集团性治理。因此，整个联合国安理会对全球安全的治理就呈现出典型的集团主

导的自上而下模式特征。

第四种模式“社会驱动的自下而上模式”是指在权势集中度低但治理民主化水

平高的议题领域，由于缺乏规范或机制的领导者，难以形成核心行为体( 集团) ，更难

以形成自上而下的行为规范的共识，相应的全球治理努力更多只能依靠自下而上的

道德自觉。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激励和惩罚机制，各行为体在推动全球治理时更多从

自身利益出发，因此只能通过道德性、舆论性和规范性力量督促各行为体为全球治理

作出志愿性贡献，各类国际监督机制和道德黑名单等就变得相当重要。无论是刚刚

到期的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抑或是于 2016 年启动的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还是 2015 年 12 月通过的气候变化《巴黎协定》，都是社会驱动的自下而上治理

模式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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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全球治理的上述 4 种模式存在一种演进关系，大致类同于国际规

范的生命周期①: 在特定议题尚未被安全化进而尚未真正启动相应的全球治理努力之

前，它更多是在科学或知识界内部塑造共识，因此更多是一种科学驱动的自下而上的

努力; 一旦认知共同体能够影响政策决策，它往往首先在少数具有更先进技术水平的

国家获得突破，并由这些国家推动相应的全球治理规范和机制的建设，进而形成一种

大国主导的自上而下治理模式; 此后，随着技术的持续扩散，更多行为体的参与意识

提高，少数大国的垄断能力下降，进而可能出现集体主导的自上而下治理模式; 最后，

技术持续扩散和治理民主化水平提高导致权势集中度不断下降，少数大国不再愿意

主动提供公共产品，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难以维持，成本分担和贡献认领的社会驱动

的自下而上模式开始占据主导。

是否全球治理模式的这一演进是线性的，或到了社会驱动的自下而上模式便陷

于终结?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任何议题领域的全球治理模式演进都有两个

方面: 一是在治理模式演进过程中，随着治理取得进展或面临困难，可能出现新的问

题或治理需求，但相关的治理规范和机制安排等可能并不完善，因此这些新需求催生

出新的治理努力，其治理模式的发展与既有治理模式可能存在差异，进而同一议题领

域内部也可能出现治理模式的阶梯化发展，如何应对这一阶梯化发展的挑战，可能会

推动治理模式的持续演进。二是在任何议题的治理过程中，权势集中度和参与民主

化水平都并非给定的或静态的，其动态性发展可能导致治理努力受挫和治理模式回

逆。

推动特定议题领域的全球治理模式演进或转换的具体动力主要来自以下四个方

面: 第一，特定议题领域的权势转移。这最为明显地体现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冷战

结束后特别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加速展开的全球性权势转移集中体现为中美

权势转移，对全球经济治理模式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推动了全球经济治理

从大国主导的自上而下模式向集团主导的自上而下模式的转变。经济性的权势转移

也对全球发展合作治理和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等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原有的自上而

下治理模式迅速向自下而上治理模式转变。

第二，特定议题领域的重大技术突破和技术扩散。技术突破和技术扩散历来是

国际权势转移的重要动力，最早实现技术创新或最早学会重大技术创新的国家，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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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拥有相应领域规范和制度建构的主导地位，这在外太空、

网络和气候变化等领域体现得非常明显。

第三，行为体的政治参与意识的重大变化。全球治理的绩效在很大程度上与各

行为体的参与意识密切相关，后者的变化可能对前者产生反馈性影响。例如，正是由

于美国对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不积极、新兴大国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的积极参与，推

动了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从自上而下模式转向自下而上模式; 同样，在联合国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中，传统援助大国的消极态度和新兴发展伙伴的积极参与，使全球发

展合作的自下而上特征更为明显。

第四，各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可用资源的重大变化。较高的政治参与意识并不

能保证各行为体的充分参与，其对相应知识和技术的掌握水平，其参与全球治理的相

应财政资源、组织资源和人力资源等更能决定其实际参与水平。在这里，外部支持包

括技术、财政和人力支持可能推动全球治理模式发生重大转变。国际发展合作从联

合国千年发展计划向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演进中，发达国家对非政府组织的大

力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 2030 年议程向更为深入的社会驱动的自下而上模式迈

进。

二、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模式转换及其动因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经历 40 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一些阶段性成果，同时在治理模

式上也不断转换，基本经历了从科学驱动的自下而上到大国主导的自上而下，再到集

团主导的自上而下，最后转变为社会驱动的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而这种转换也基

本遵循了上文提出的治理模式转换分析框架。

1．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模式转换

纵观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整个发展进程，按照治理模式的分野，大致上可以划分

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科学家主导阶段。20 世纪 70 ～ 80 年代，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和讨论还

仅仅局限于科学界。科学家一方面通过系统的科学研究逐步确认气候变暖的真实

性，并在其内部逐渐达成一些共识; 另一方面则通过数次国际会议呼吁国际社会重视

气候变化问题，并积极推动该问题从科学进程向政治进程的转变。例如，1972 年 6

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第一次在全球范围提出气候变化问题，向各国政府提出要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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惕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的后果。① 1979 年 2 月，第一届世界气候大会首次将气候变化

作为一个重要议题进行讨论，并号召各国政府“充分利用现有的关于气候变化的知

识，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协调，规划经济社会发展”。② 但是这次会议并未引起各国

政府部门足够的重视。1985 年菲拉赫气候会议确认了温室气体浓度增加会对气候

变化产生重要影响的结论，并呼吁各国政府和科学家加强合作以探讨气候变化的有

效应对之道。③ 与此同时，科学家在气候变暖问题的成因和影响方面也达成了一些共

识，科学研究的进展也推动了人们认知的提升，为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奠定了基础。

从整体来看，这一阶段是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治理的起步阶段，科学家和知识团体

主导着整个治理进程并建构了初步的规范。另外，由于气候变化问题仅仅局限于科

学家的讨论和研究，并未真正进入政治领域，因此属于权势集中度低的情况，而且该

议题在这个阶段属于小众议题，并未形成真正的全球治理，所以其治理的民主化水平

也较低，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科学或知识驱动的自下而上治理模式。

第二，少数大国主导阶段。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005 年，这一时期的全球气候

变化治理取得了三大突破: 一是气候问题正式从科学界进入政策界，这是科学家数十

年努力的结果，这对于开启真正意义上的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

1992 年国际社会签订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以下简称《公约》) ，

这为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建构了基本的治理框架，并指导了此后数十年的气候治理; 三

是 1997 年《京都议定书》( 以下简称《议定书》) 签订，它将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

的治理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议定书》规定了工业发达国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

气体减排幅度、减排时间表和减排的温室气体种类，④并制定了更为细致的规则，还确

立了三个灵活机制。⑤ 它是此后气候变化治理的主要依据。

在这一阶段，由于当时气候变化问题刚刚实现从科学议题向政治议题的转变，许

多国家和行为体尚未能够掌握气候领域的治理权势，无论是《公约》的签订，还是《议

定书》的谈判和通过，都是在少数几个大国的主导下实现的，尽管参与签署国家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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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A /CONF． 48 /14 /Ｒev． 1，p． 20．
The First World Climate Conference，“Declaration( ‘An Appeal to Nations’) and Supporting Documents，”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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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 Change: A Commentary，”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 18，1993，p．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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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绝对值上很多，但事实上《议定书》的达成是欧盟、美国与一些致力于经济发展

和消除贫困、力图置身于全球减排行动“事外”的发展中国家三方的政治妥协。① 由

此可见，治理权势主要还是掌握在欧盟和美国手中，尤其是在规则制定方面，《议定

书》极大地反映了欧盟的偏好和关切，这就造成这一阶段的权势集中度较高。另外，

在这一时期，由于庞大的非国家行为体尚未被完全激活，而且许多中小国家的参与意

识不强，实质性的参与者少，因此治理的民主化水平低，可以说这属于典型的大国主

导的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

第三，大国集团主导阶段。从 2005 年到 2020 年，在《议定书》正式生效之后，全

球气候变化治理进入一个相对活跃的时期。一方面，国际社会正式在京都机制下开

展减排、适应、资金和技术等各项活动，落实《议定书》第一承诺期，还对第二承诺期

作出了安排;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开启了后京都时代气候变化治理的谈判进程，尽管

遭遇多次挫折，但是最终在 2015 年年底巴黎气候大会上通过了《巴黎协定》，确定了

2020 年后的治理安排。在此过程中，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应运而生，即社会驱动的自

下而上模式，这将成为未来气候变化治理的主要模式。

纵向考察这一阶段的气候变化治理，可以发现这一阶段与前两个阶段存在显著

的区别，即治理民主化水平的提高。这是因为在此期间，受到气候问题严峻性凸显、

媒体和国际会议大力宣传的影响，参与治理的行为体大幅度增加，而且它们的实质性

参与力度也不断增强。另外，一些大国不得不更多地考虑治理的合法性，进而采取包

容性举措将大量的行为体纳入治理进程。由此，治理的民主化水平得以提升。但是

一些大国对议题领域的治理规范和治理机制仍然拥有实际控制能力，权势的集中度

仍然较高。除此之外，在这个阶段，由于参与治理的行为体日益增多，在不同议题上

形成了不同的气候谈判集团，出现了集团化趋势，如 77 国集团 + 中国、小岛屿国家集

团、伞形集团、基础四国等气候谈判集团。因此，这一阶段的治理主要属于集团主导

的自上而下模式。

第四，自下而上治理阶段。从 2020 年以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将正式进入自下

而上的发展阶段。2015 年《巴黎协定》确定了 2020 年后的气候变化治理安排。在治

理方式上，各国根据自身情况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提交“国家自主决定贡献”( INDCs)

方案，自主确定减排量、减排方式和时间表等问题。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 CBDＲ，以下简称“共区原则”) 的解释上，《巴黎协定》则在充分考虑不同国家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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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能力的基础上，对“共区原则”原有的“一刀切”方式进行反思，从而在发达国家

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① 在约束机制方面，《巴黎协定》强调道

德约束，倚重比较成熟的国际监督和评估机制，而且这种约束机制属于内部约束或自

我约束，治理主体的行为多是主动的、自觉自愿的。②

在这一阶段，由于大量社会力量的介入，并逐渐能够实质性地影响治理进程，原

本掌握在大国或大国集团手中的权势逐渐扩散，导致缺乏规范或机制的领导者，难以

形成核心行为体( 集团) ，这就造成了权势集中度低的情形。另外，由于各种参与力

量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治理进程，可见治理的民主化水平也显著提高。这就形

成典型的社会驱动的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

2．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模式转换的动因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演化经历了上述四个阶段，并在治理模式上表现出不同的

特点。这其中存在内在的逻辑，按照上文提出的权势集中度和治理民主化影响治理

模式的理论框架，我们对此可以加以分析。

第一，从科学驱动的自下而上的模式向大国主导的自上而下模式的转变，根本原

因在于技术的扩散和认知的提高。科学界的长期努力确认了气候变化是由人类活动

导致的结论，而这种新的认知在科学家的宣传和呼吁下逐渐被政策界所认可，由此成

为政策界的讨论议题。当然，最初的技术扩散或认知的提高是小范围的，只有实力强

大的大国可以最早实现技术的创新并推动认知的提高，由此它们也在该领域后续的

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在实质参与者少的情况下，最有效的治理方式是自上而下，

因此气候变化治理模式实现了第一轮转换。

第二，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模式实现从大国主导的自上而下向集团主导的自上而

下的转换，则是在技术扩散和参与意识的双重影响下实现的。在治理进程不断推进

的过程中，技术扩散持续进行，从原有的少数大国逐步扩散到一些中小国家或其他群

体。尽管如此，但是规范和制度建构的主导权仍然掌握在大国手中，新加入的治理主

体往往会跟随某些大国参与治理，从而形成几个集团并立的局面，它们之间在相互博

弈中推动气候治理。另外，随着气候问题严峻性的凸显，各类行为体的参与意识逐渐

增强，也导致大量行为体的加入，从而在治理的民主化方面有所提高。由此，气候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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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治理模式实现了第二轮转换。

第三，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模式从大国主导的自上而下向社会驱动的自下而上的

转变，这是目前国际社会正在经历的过程。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权势结构的变

化，具体表现在国际权势在横向上从西方发达国家向一些新兴国家的扩散或转移，以

及在纵向上从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的转移。这种国际趋势在全球气候变化治

理领域有所体现，如以中国和印度为主的基础四国也逐渐能够分享治理权势。此外，

气候问题影响的不均衡性使得原本掌握权势的国家或组织恰恰并非气候脆弱性国

家，因此随着气候问题严峻性的凸显，气候脆弱性国家( 主要是小岛屿国家) 逐渐在

该议题上掌握一定的权势; 气候问题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则赋予一些知识团体和科学

家团体一定的权势，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就是这方面的集中体

现，相信没有人会否认 IPCC 的评估报告在推动气候治理进程中的作用和价值。① 这

些都促进了该领域权势集中度的下降。另外，参与意识的大幅度提升在治理模式的

转换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议题本身的关注度和影响力会影响参与者的参与意识，

例如气候问题影响的不可逆性②使多数国家都提升了参与意识; 此外，媒体和每年气

候大会的持续宣传使气候变化问题受到广泛关注。据法国总统府透露，2015 年巴黎

气候大会期间，来自 195 个国家和欧盟的代表汇聚一堂，代表团人数总计 1 万多人，

全球近 2000 个非政府组织参加大会，大会的注册记者数量已超过 3000 人。③ 最后，

行为体可用资源的丰富也助推了治理模式的转换进程。对于一些落后国家而言，来

自国际社会的技术支持、财政和人力支持，使其也能够逐渐参与治理。基于上述几个

因素的共同作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实现了第三轮转换。

三、全球治理模式转换与中国的应对

随着多样化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凸显，全球治理成为当前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

问题。与全球性问题大规模出现形成反差的是全球治理的效果似乎并不尽如人意，

因此治理模式的变迁或转换成为许多治理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整体全球治理

体系发展的一种趋势。在此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在全球治理中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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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国家利益，又要不失时机地提升国家道义形象; 既要积极适应全球治理模式转换

的趋势，也要有区别化的应对之策。

第一，明确并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我们要通过识别具体议题领域的权势结构和

集中度，采取区别化的应对策略。具体而言，在自身拥有较大权势的议题领域，如目

前的经济治理领域，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份额改革有利于中国在

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发起创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 AIIB)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的治理机制，也将有利于我们掌握规则制定权。

由此可见，中国逐步分享了一定的权势，应该尽力保持这种发展趋势，并在新机制的

建设上谨慎应对，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避免丧失权势。与之对应，在自身

没有权势或权势不明显的议题领域则应该设法推动治理的民主化发展，强调共同但

有区别的责任，并以道德承诺为特点的自下而上治理方式为主，不能对中国施加明确

的约束。

在国际权势出现转移或扩散的背景下，中国应该很好地利用这样的机遇，在全球

治理领域真正能够分享一定的权势，并获取更大的主动性和自由度，从而服务于国家

整体对外战略。全球治理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多元行为体博弈的舞台，同时也是一个

信仰规则的舞台。① 在全球治理中拥有权势主要体现在掌握规则的制定权。因此，中

国要实现这一目标，首要的是掌握一定的规则制定权或参与规则变革的权力。与此

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在许多治理领域，即使我们能够参与其中，但是无法贡献中国

方案，这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于规则制定权的巧妙稀释或更新，另一方面是

由于中国自身缺乏规则制定的能力。总体而言，关于规则制定权的竞争正在走向精

细化，单纯依靠硬实力似乎也无法获得优势。因此，需要深入研究国际规则的制定和

运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和运用规则制定权。

第二，重视提升道义形象。随着全球治理模式从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转变，后

者更重视道德性的安排，也更强调国家的道德性和自觉性。因此，中国应该逐渐适应

这样一种变化，努力塑造道义形象。例如，在气候变化治理中，随着国家自主决定贡

献减排方式的实施，是否减排、减排强度和如何减排等问题均由国家自己决定，这事

实上对各国形成了一种道德约束，因为这虽然是自觉自愿的事情，但是如果一国尤其

是大国拒绝提交减排方案，那将面临巨大的国际和舆论压力。另外，与塑造道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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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主动承担责任。在多数情况下，主动承担责任也有利于提升国家

的道义形象。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国际社会的期待越来越高，希望中国能够

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承担更多的责任，对此中国要有所区分。一方面，中国的确需

要逐渐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但是这种责任应该是有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或人类的

共同利益，而不是为西方国家的霸权分担成本; ①另一方面，中国承担的责任要与自身

的能力、水平和国家利益相适应，不可盲目承担责任。

第三，建立议题性的国际谈判联盟。全球治理涉及众多的问题，既有安全问题，

又有发展问题; 既有高政治问题，也有低政治问题; 既有传统的问题，也有新的问题。

因此，中国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应该根据不同的领域建立不同的议题谈判联盟。

首先，在权势集中度较高、民主化水平低的全球治理领域，例如网络和外太空等

领域，个别国家掌握了这些领域的绝对治理权势，因此，中国一方面自身要努力实现

技术突破，逐步缩小与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逐渐分享这一领域的治理

权势。另一方面，中国要与其他国家共同维护这些治理领域的共有性和开放性，因为

无论是互联网还是外太空都属于全球公域，不属于任何国家和个人，维持全球公域的

共有性是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题中应有之义。②

其次，在权势集中度较低、民主化水平较高的全球治理领域，例如当前的全球气

候变化治理、国际援助和全球发展问题等，这些领域的治理都会面临治理效率较低的

问题，进而影响治理效果。因此，中国应该与国际社会结成广泛的议题联盟，共同推

动这些领域治理效果的提升，具体包括重视监督机制、执行机制和定期评估机制的建

设，采取多样化的治理手段，如“硬法”与“软法”的兼顾，提升道德约束力等措施来保

障治理进程的推进。

再次，在权势集中度较高、民主化水平较高的全球治理领域，例如联合国安理会

系统，在该问题上利益协调是关键。中国要在明确自身利益的基础上，洞察各方的利

益关系，努力提升自身的利益协调能力。另外，在众多参与者参与的治理领域，中国

要根据自身利益和议题的不同，灵活选择议题谈判联盟。

最后，在权势集中度较低、民主化水平低的全球治理领域，这往往属于新的治理

领域，各种规范尚不明确，因此中国要通过自身综合实力获得规则的制定权和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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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第四，以技术创新、技术突破和技术学习为重点，实现局部性和领域性的权势转

移。鉴于技术问题在全球治理中对权势转移的重要作用，我们需要更加重视技术创

新和突破。尽管目前国内政策十分强调技术创新和科技创新，国家也加大了对科技

创新的投入力度，但着眼点主要集中在内部发展。但是事实上，也应该将科技创新和

技术创新置于国家对外战略中，只有这样才能提升科技创新对国家分享国际权势的

作用。总体而言，中国在全球治理规则的竞争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加强技术创

新、抢占技术优势对于中国改变上述处境不失为一种有效手段。当然，技术创新改变

权势地位一般主要发生在特定议题领域的初创时期，这又对技术创新的速度提出更

高的要求。具体而言，中国要在一些新的治理领域，如水资源的治理，通过技术创新

抢占最初的规范建构权和话语权，从而实现分享权势的目的。在一些已经比较成熟

的治理领域，则要通过技术创新或技术学习实现局部分享权势的目的，例如在气候变

化问题领域，目前占据技术优势的仍然是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因此如何在低碳

和环保技术方面实现突破，是中国在该领域分享权势的关键。

综上所述，在全球治理模式的转换过程中，中国应该将扩大国际影响、争取道义

上得分与获取现实利益结合起来。① 同时，要在不同的治理领域采取不同的方式和方

法，发挥中国的独特作用并提供中国的方案，最终为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作出贡献。

·931·

全球治理模式转换的理论分析

① 张琦:《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区域合作的影响及策略研究》，http: / /www． chinareform． org． cn /open / re-
port /201411 / t20141104_210838． htm。



any set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a discussion of Vietnam’s diplomacy．

Keywords: the 12th National Congress of Vietnam Communist Party，Diplomacy
of Vietnam，China

About the Author: Zhang Minglia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Jinan University，and Ｒe-
search Fellow at the Sub － Center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
tion Center for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nd Maritime Ｒights．

Zhang Mingliang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127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Changes of Global Governance Pat-
tern

———A Case Study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Abstract: The performance differences of global governance in different topic are-

as depends fundamentally on an combination of the levels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and influence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governance on the specific topic areas，hence
giving birth to the four kinds of global governance: a science － driven bottom － up，a
power － dominated top － down，a group － dominated top － down，and a society － driv-
en bottom － up governanc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governance processes in an es-
tablished topic areas tend to approximately follow similar evolution path，that is，to
move from a pattern driven by science gradually to a pattern dominated by a handful of
countries and then dominated by groups，and finally a pattern in which full participa-
tion is achieved． Nevertheless，the power transfers，technology breakthroughs，chan-
ges in the sense of participation and in available resources may break the linear logic of
evolution，resulting in reversal or circular development of global governance model．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to date has completely repro-
duced the evol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model． The inherent logic
of the evol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model provide a useful refer-
ence for China to participate and shape the global governance． China can take appro-
priate strategic initiatives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in topic areas，focusing on the as-
pects such as th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of power and influence，negotiating alliances，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Keywords: global governance，pattern transformation，concentration of power
and influence，democratization of governance，climate change

About the Author: Shi Chenxia is an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at Shanghai Insti-
tutes for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and an editor at Global Ｒeview．

Shi Chenxia
·7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