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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格局变化特点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方向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  杨洁勉 
 
    当前国际事务重大议题的拓展对国际社会和各类主要行为体提出了新挑战，需要我们在应对
中深化认识，逐步把握新议题的本质和规律，在应对挑战的同时不断推动历史进步。 
    多极格局催生全球治理新议题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际格局中的世界主要力量对比在既有轨道上加速演变，正在由
多极化趋势转入多极格局。在这里，所谓化”是变化的过程，而真正的多极格局则是相对稳定、

固定的状态。与此同时，这个转变也确立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不断涌现的新议题彰显出国际格

局的重大变化。例如，疫情已经成为当前全球事务中最为紧迫、影响最大的关键议题，并且衍生

出政治安全、经济科技力量对比以及国际格局的局部重组等一系列重大转变。 
    由于目前国家与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已经到了“天外”，即所谓的新疆域。因此，当
前国际格局变化的意义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越了国际本身，与全球事务和全球治理日益密不可分，

并将在更加紧密的互动中形成新的发展。随着国际格局的转变，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创新已经成

为当今国际社会的主要议程之一。地理大发现以及资本主义兴起以来，作为历史进步力量的广大

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在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中发挥出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国际行为体，相互交流、交汇、交锋。
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基调应当是合作共赢，而不是相互猜疑和对立。但是，由于

种种原因，双方的斗争和比较激烈的交锋也时常发生，焦点往往集中在公平正义与霸权、单边主

义等方面。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有责任也有义务促进国际格局转型，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

为相对平衡的国际力量对比和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把握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方向 
    改革和创新全球治理体系需要确定基本原则、规范，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具体可行的有效路线
图及推进原则落实的机制，并根据实际情况实时进行修正和补充。具体来说，未来全球治理体系

建设至少应立足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确立切实可行的治理体系。20世纪初，国际联盟因无法应对当时的重大议题而流产就
是很好的历史教训。第二，治理体系的创新应该既是问题导向的，也是目标引领的，这需要将当

前努力和未来建设融为一体。第三，由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是一项重大系统、长期工程，并且具

有一定的阶段性，因此要循序渐进地推进治理体系的机制创新。尤其是应当立足诸如联合国、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现有机构，在充分利用其优势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

推进改革。第四，根据当前和未来形势的发展，还需要不断创新理念和机制，发展完善全球治理

体系。 
    全球治理体系建设是当前具有现实和长远意义的重大任务，形成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共识，
是充满个性与共性的长期互动过程，需要国际社会相向而行，在缩小分歧和扩大共识中不断前进。

在推进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中，行为体之间的国际交流既要做到重点议题与一般议题兼顾，还要对

不同方案进行对比。只有经过碰撞、磨合乃至斗争，特别是坚决维护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正当

权益这一底线，才能够最终找到彼此利益的最大公约数。除此之外，由于此次国际格局转变及全

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在没有发生全球性或者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进行的，必然伴随着外交、法律、

政治、军事等领域的长期斗争与磨合，因此，还需充分认识到这一过程的艰巨性、复杂性和反复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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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新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际公平正义的过程，也是反对霸权主义
和强权政治的斗争过程，必然充满着进步与倒退、公正与不公的长期博弈。过去是这样，现在也

是这样，因此国际社会对此需要做好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冷战结束距今已 30 年了，以中国为代
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正在群体性崛起。中国将会同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一道，向着推进更加公正

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作出共同的努力。下一阶段需要我们从提出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原则过

渡到目标的落地，这也是学界一项很重要的任务。 
    杨洁勉   研究方向：国际关系、中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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