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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需要中国智慧
文  |  何亚非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体系在发生历史性转折，体

现在全球治理方面，就是由“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其中一

个特征就是中国力量的上升。

成立于 1999 年的二十国集团（G20）发展至今，成功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正在努力克服自身的执行力、协调力方面的内在缺陷，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期

经济治理机制转型。当今世界变化很快，有三个问题需要关注：一是全球经济

治理本身存在碎片化等问题；二是全球治理主导权失衡，西方长期把持；三是

随着贫富差距扩大，全球化负面效应积累，反全球化、民粹主义思想上升。

对中国而言，今年以主席国的身份主办 G20 杭州峰会，面临深入参与和

引领全球治理的历史性挑战和机遇。世界对中国杭州峰会主要有三个期待：一

是中国能够推动 G20 带领世界经济走出长期低迷的困境；二是 G20 在转型方

面有实质性的行动，真正成为全球治理的首要平台；三是 G20 能够推动全球

治理体系朝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深化改革，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创造有

利条件。

中国通过 G20 的平台进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核心，那么中国应如何在

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呢？

首先，要着眼于峰会主题——“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

着力解决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包括经济金融政策的协调问题，要让财政部长、

央行行长的机制真正发挥监督、协调的作用，主要经济体在制定本国经济金融

政策的时候，要考虑溢出效应。比如美联储出台政策前，需要和其他国家通气。

在具体政策上，要重视增长、就业和发展的关系，特别是青年的就业。  

其次，在全球治理改革方面，要身体力行推动改革，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发

展方向。一是继续深化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比如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

围。二是建立大宗商品价格稳定机制，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发展。三是克服全球

经济治理碎片化，将全球的自贸区协定、区域合作协议，比如 TPP、TTIP、

RCEP 等适当整合，形成类似于 WTO 的全球都能接受的市场规则。

最后，要树立发展意识，高度重视发展问题。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

在不平等、不平衡的世界经济中，如果没有发展中国家整体的发展，世界经济

的发展不可持续，全球经济治理也会是空谈，所以我们要花大力气来解决发展

问题。中国一直在倡导全球发展利益的共享。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们国内治

理的成功经验、发展模式、制度保证，为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

国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新模式、新道路。中国近年提出的“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高度凸显了中国文化的智慧，在人类发展

观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将在全球经济治理和 G20 指导世界经

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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