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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世界经济西落东起催生全球治理改革诉求，当前全球体系弊端凸显美欧治理方案

失灵，国家治理经验与国际责任担当孕育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张积极参与引领经济全球化，提出推

进全球治理改革的中国方案: 在治理主体上，强调平等参与，反对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 在治理方

式上，明确基于制度规则，进行共商共建，反对不公正不合理安排; 在治理平台上，主张补充完善

旧体制，推动建构新机制; 在治理路径上，提出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是主攻方向; 在

治理目标上，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经济全球化崭新未来。随着“一带一路”实践的推

进，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将日臻完善和成熟。

【关键词】全球治理 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

作者简介: 李丹 ( 1967－ )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福建厦门

361005)。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代领导人锐意进取，前所未有地积极参与引领全球变革，明确表达支持

捍卫经济全球化的立场，强调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变革，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全

球治理方案。在经济全球化面临十字路口、全球治理 “困在冏途”的关键时刻，中国方案恰逢其

时，体现了大国作为和担当，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打上深刻的中国烙印。

一、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已是大势所趋，改革不仅具有现实可能性，更具有历史必然性。
1． 世界经济西落东起催生全球治理改革诉求

国际力量对比的结构性变化是全球治理改革的现实土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治理的规则

和制度是由美国等发达国家设计和制定的，发展中国家即使是诸如中国这样的战胜国和人口、面积

大国，都没能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21 世纪以来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实力下降，新

兴力量迅速成长，现有国际机制赖以维系的客观基础发生了变化。全球治理是全球行为主体在全球

范围和全球层次上对全球性问题的共同治理，非西方国家要求共商共治是全球治理民主化和有效性

的应有之义。如果说原来是实力不济、国微言轻，任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坐享特权和优势，那么

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要求拥有与实力相称的代表性、发言权和决策权，即便按照西方国家的逻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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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顺理成章的应然之事。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在中央政治局第二

十七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强调: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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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弊端凸显美欧治理方案失灵

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出现了深重危机———世界经济增长疲软、贸易萎缩、保护主义抬头，逆

全球化成风; 英国脱欧、难民危机、右翼势力上升，欧盟一体化不堪重负; 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主

导经济全球化的意愿、方式发生变化，保守主义、孤立主义思潮侵蚀着美国对经济全球化的领导力;

恐怖主义肆虐，极端主义、民粹主义盛行，全球笼罩在后危机时代的阴霾中; 原来支撑经济全球化

的理念规范，如自由贸易、开放市场、民主政治、多元文化等，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治理

作为解决全球问题的一种制度安排和实践方式因没有发挥有效作用而饱受诟病，说明其本身是存在

问题的，也面临着危机。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全球治理对象扩展。全球治理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阶段，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尤其是

全球问题凸显之后出现的，全球问题和危机就是全球治理的缘由和对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经

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呈叠加之势，经济衰退、社会分化、政治恶斗连锁爆发，民粹主义、排外主义、

恐怖主义变本加厉。与此同时，地区冲突此起彼伏，气候治理遭遇变局，网络、极地、太空、海洋

治理等问题应接不暇……这些不断涌现、日益复杂的全球治理对象均是单个国家无法解决的。

其次，全球治理主体分散。全球治理的供应方一直是西方大国，但它们却在全球治理的关键时

刻被动退缩，无意作为; 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有心无力，资源不多，能力有限，且诉求不一，难以

成为真正的治理参与方; 新兴大国趋于主动，有心作为，但发达国家却没作好分享领导、协同治理

的思想准备，而是处处掣肘。因此，全球“共治”前景暗淡，碎片化式的 “分治”明显，大国关系

中的对抗性因素上升，不稳定期与当前全球治理的重构期重叠，给亟待加强和完善的全球共同、合

作、多元化的治理增加了难度②。

最后，全球治理供需失衡。治理需求在量上不断增多，在质上日益深入，但全球治理在供给上

却陷入僵局: 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格局形成的以西方为中心主导的治理模式落伍，治理规则

难以适应新情况、反映新现实; 旧有的博弈性、竞争性、零和性的治理理念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相互

依存的时代; 原有的治理机构、平台与制度不足以覆盖所有的治理领域; 少数霸权国家将一国私利

置于人类公利之上，导致治理伦理沦丧、治理价值缺失。全球治理需求旺盛与供给不足、供给低效

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治理模式、治理规则、治理理念、治理机制、治理价值和治理成效等各方面

无不面临问题，“治理赤字”挑战严峻。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的多事之秋，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却难以跟上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无

法为经济全球化保驾护航，反而由于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双重失调引发去全球化风潮。对经济全球

化的质疑和反对从世纪之交以民众运动为主的反全球化，发展到西方国家为主的占领运动，再到美

英政策层面的去全球化、去一体化，深刻反映了美欧西方国家已经拿不出应对重大、关键治理问题

的有效方案。时代需要有意愿、有能力、有代表性和有建设性的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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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人民日报》2015 年 10 月 14 日。
参见王毅: 《当前全球治理及中国参与的特点和难点》，http: / /www． ciis． org． cn /chinese /2013－11 /21 /content_ 6478651．

htm。



二、中国全球治理改革方案的形成

中国领导人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时代脉搏，深刻洞悉全球治理变革大势，提出 “我们将从世界

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

类社会应对 21 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①。中国的经济实力、政治地位、历史文化和现实

作为，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在这一轮全球治理变革中缺席失声、无所作为。这既是不容错过的历史机

遇，也是不容推卸的大国使命。

1． 表明中国态度———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发挥建设性作用

2013 年 3 月，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指出: “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

们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

提供制度保障。”② 这番话表明了新一代领导人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高度自觉，相比于党的十八大

报告中的表述③，一是从主要聚焦全球经济治理到关注全方位的全球治理; 二是在参与态度上更加

积极，明确要“发挥建设性作用”; 三是在参与目标上强化了全球治理在国际秩序和制度保障两方

面的功能。2015 年 10 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审时度势，努

力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

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接着，习近平在出访英国时指出: “随着中国

实力上升，我们将逐步承担更多力所能及的责任，努力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

国智慧、中国力量。”④ 这两次讲话分别从机遇和责任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改革问题上

的韬略和自信。2016 年 9 月，习近平在杭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正式提出了中国推进全球治理

改革的框架: 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 同时倡导 “更具包容

性、更加强调共赢发展的新型全球化”; 提出经济治理的重点在于金融治理、贸易投资、能源治理、

发展治理、腐败治理等问题，并对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和治理平台等问题阐明了中国见解和主张。

2． 宣告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如果说杭州峰会是中国方案的登台亮相，那么瑞士的两次讲话则意味着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的形

成。2017 年 1 月，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集中论述了中国的全球治理方略: 中国立场———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

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 中国选择——— “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 中国对策———

“我们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

衡; 我们要顺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 我们要讲求效率、注重

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⑤。从中国立场到中国选择再到中

国对策，习近平的演讲展现了全球治理领导力的中国担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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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 年 3 月 30 日。
习近平: 《携手合作 共同发展———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3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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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这是十八大报告中关于全球治理的表述，也是党代会报告中首次论及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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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 年 1 月

18 日。



进一步指出，中国推进全球治理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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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案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言简意赅的讲话将中国厚

重的治理担当和高远的治理理想表达得淋漓尽致。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习近平的全球治理思想写入党

的最高文件，郑重承诺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秉持共商共建

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

国智慧和力量”①。2017 年 12 月，在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作为全球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

党的领袖再次向世界宣告，“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

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②。至此，志存高远、敢于担当的“中国方案”在国内外一系列重要场

合宣示后完整出炉。
3． 付诸中国实践———实施“一带一路”，创新全球治理思路

“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

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

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③ 在“美国优先”方案、英国 “脱欧”方案给全球治理投下不

确定性之际，“一带一路”倡议立足开放的区域合作，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

经济，着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

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五通”工程成就斐然。东非

铁路网起始段肯尼亚蒙内铁路竣工通车，中老铁路首条隧道全线贯通，中泰铁路一期工程开工建设，

匈塞铁路、卡拉奇高速公路等项目进展顺利。中国—白罗斯工业园、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等成为

“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典范。2017 年，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达 7. 4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7. 8%。我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 144 亿美元，在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 1443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4. 5%④。“一带一路”正在以生动实践诠释着世界是联通的这一经济全球化新理念，同时

也正在以鲜明特点展现出不同以往的全球治理新风貌。

三、中国全球治理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

全球治理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后果的一部分。“何为全球化? 它是国际化、政治经济自由化以及

新技术革命的联合体。”⑤ 在这三大因素作用下，资本成了全球扩张的野马，踏破界线长驱直入传统

国家疆域，国家这一盛放权力的 “容器”碎裂，主权四散开去，向上向下流失，向外向内耗散。

“国将不国”“国不能国”成为经济全球化中或被动或主动的现实，国家的有限主权与资本的全球扩

张之间的矛盾，促使区域治理、全球治理这种超越国家疆界的国际公共事务管理模式应运而生。全

球治理与以往国际合作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是一种多元平等主体持续协商的过程。当今全球治理主

体有哪些? 国与国之间怎样协商? 基于什么规章制度和机制平台? 目前要先走出哪一步? 最后要达

到什么目标? 对于这些关乎治理现状、成效与前景的问题，中国领导人一一作出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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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报告》，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7、60 页。
习近平: 《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7 年 12 月 2 日。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人民日报》2015 年 3 月 29 日。
参见王珂: 《一带一路全面务实合作成果亮眼》，《人民日报》2018 年 1 月 26 日。
〔英〕恩盖尔·伍兹: 《全球治理与制度角色》，龙虎译，载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治理全球化———权力、权

威与全球治理》，曹荣湘等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3 页。



1． 在治理主体上，强调平等参与，反对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 80%。过去数十年，国际经济

力量对比深刻演变，而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够。”① 治理主体代表

性、包容性不足反映了治理体系民主性、公正性欠缺，导致了治理结构的不均衡、不合理，也决定

了治理结果的无效和不公。全球治理著名学者赫尔德和凯文·扬将参与的不断增加作为 “有效全球

治理的核心操作原则”，“参与性原则必须获得中心位置: 不单单是因为公平，也是因为效率”②。在

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中，发达国家处于治理的“中心”，是“治理者”; 而发展中国家则位于“外围”，

是“被治理者”。因此“全球治理”名不符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 “全球”治理，而是西方大国特

别是美国的“霸权治理”，实质是美国“治理全球”，离真正的全球共治，即多元主体平等合作治理

还相距甚远。最突出表现就是仅占人口 11%的七国集团长期占据全球治理的核心，这样的治理结

构，不但未能体现绝大多数治理主体的权力和利益，反而形成了 “中心—外围”的二元对立。有的

学者将这样的治理称为世界治理，以区别于真正的全球治理。“世界治理是在中心—边缘结构中进

行的，所营造的是一种霸权秩序。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历史的又一次转型，将意味着世界

治理为全球治理所取代。全球治理不仅在空间上遍及全球，是全球每一种社会力量都参与的治理，

而且要求每一个局部性的社会治理都应拥有全球观念和全球视野。世界治理是民族国家开展竞争的

框架，而全球治理将代之以合作，其目标是实现人的共生共在。”③

习近平坚持各国都是平等的治理主体，反对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他多次申明: “要坚持国际

关系民主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坚

持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特别是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④

平等是规范各国关系的首要原则，维护国际秩序的根本底线，也是全球治理的本质要求。“国家不

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权利。”⑤ 如果说中

国贫弱时坚持平等原则带有自我保护的色彩，那么今日强调平等更能凸显中国外交的原则性与使命

感。2015 年 9 月，习近平访美前夕接受美国 《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全

球共建共享的，不可能由哪一个国家独自掌握。中国没有这种想法，也不会这样做。“全球治理结

构如何完善，应该由各国共同来决定。”⑥ 治理主体是影响治理结构的重要因素，主体不平等日益成

为全球治理的最大诟病。对此，习近平指出: “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

界各国人民好，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⑦ 在杭州二十国集

团工商峰会上，习近平具体分析了平等治理要落实在三个方面，即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

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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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时，习近平提出了治

理主体的四个“共同”，“我们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 ‘一国独霸’或 ‘几方共治’，世界

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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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习近平: 《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 年 1 月

18 日。
〔英〕戴维·赫尔德、凯文·扬: 《有效全球治理的原则》，朱旭译，《南开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 5 期。
张康之: 《论走向合作的全球治理》，《学海》2017 年第 1 期。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 年 11 月 30 日。
习近平: 《弘扬万隆精神 推进合作共赢———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 年 4 月 23 日。
《习近平: 中美应共同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http: / /world． people． com． cn /n /2015 /0922 /c1002－27621133． html。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7 月 2 日。



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各国平等参与决策，构成了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① 平等共治是中

国治理方案与历史上英国殖民治理和美国霸权治理的首要区别。
2． 在治理方式上，强调基于制度规则的共商合作

全球治理的本质是一系列制度安排。欧盟被认为是区域治理的典范和全球治理的雏形，很大程

度上归功于其高度制度化、规范化的治理方式。是否形成了一套合理有效的规则与制度决定了治理

的效果。然而，现有的国际规则体系在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面前却是漏洞百出，致使全球问题不

断产生和积累，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安全危机、气候危机等引发全球治理大面积塌方，“全球治

理失灵”已成现实。对此，中国坚持“规则”“制度”“法治”是推进全球治理改革的关键词。“法

者，天下之准绳也”，“我们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推动各方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国际法和公

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用统一适用的规则来明是非、促和平、谋发展”②。习近平深刻指出，数百

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

利益的方式演进。现在，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

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在“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的大事

上，中国“要推动建设国际经济金融领域、新兴领域、周边区域合作等方面的新机制新规则”③。参

与全球治理主要是指参与治理规则的制定，“小智治事，大智治制”，推动国际经济金融领域、新兴

领域、周边区域合作等三个重点领域的机制建设与规则完善，符合我国国情和身份定位，也符合我

国利益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中国推进全球治理体制改革的着力点。

全球治理主要是依照现有规则进行的，没有规则就没有治理。但现有全球治理规则非朝夕可以

撼动，事实上，规则制度有一定的滞后性，通常落后于全球治理的现实需求。良好的全球治理既有

赖于既有的公正合理规则，也有赖于即时的民主平等协商。全球治理过程是国际社会各行为体通过

协调、合作、确立共识等方式建立或维持理想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国呼吁，全球治理的事情大家一

起商量着办，全球治理体系大家一起建设，由此产生的成果各国一起分享。“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

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垄断国际事务的想法是落后

于时代的，垄断国际事务的行动也肯定是不能成功的。”④ 全球治理应基于开放、合作、共享的原

则，“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开放为导向，坚持理念、政策、机制开放，适应形势变化，广纳良言，

充分听取社会各界建议和诉求，鼓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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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合作为动力，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应对，合作是必然选择，

各国要加强沟通和协调，照顾彼此利益关切，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迎挑战。全球经济治理应该

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不搞一家独大或者赢者通吃，而是寻求利益共享，

实现共赢目标”⑤。治理的权威来自认同和共识，习近平杭州讲话中强调的共商共建共享、合作共

赢，充分体现了合作、伙伴、协商、认同和共识等一系列全球治理理念，这正是经济全球化多事之

秋最需要倡导的建设性的全球治理方式。“一带一路”倡议充分反映了中国的全球治理思路，将平

·75·

论全球治理改革的中国方案

①

②

③

④

⑤

习近平: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 年 1 月 20 日。
习近平: 《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光

明日报》2014 年 6 月 29 日。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人民日报》2015 年 10 月 14 日。
习近平: 《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光

明日报》2014 年 6 月 29 日。
习近平: 《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6 年 9 月

4 日。



等协商、互利共赢、和谐包容、市场运作、平衡和可持续作为合作的基本原则①。

3． 在治理平台上，新旧机制并重，增量改进“做加法”

全球治理以规则为基础，以机构为依托，规则与机构是全球治理一软一硬两大重要元素。21 世

纪的经济全球化不同于 20 世纪的经济全球化，21 世纪的全球治理也应该不同于 20 世纪的全球治

理。联合国体制不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而设计的，七国集团不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组建的，国际

经济组织“三驾马车”创立时更没有预见到今日中国的经济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全球

治理框架为了适应新的治理现实必须进行调整。“世界上很多有识之士都认为，随着世界不断发展

变化，随着人类面临的重大跨国性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有必要对全球治理体制机制进行相应的

调整改革。这种改革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完善。‘穷则变，变则通。’无论

是一个国家，还是世界，都需要与时俱进，这样才能保持活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

理有效的方向发展，符合世界各国的普遍需求。”② 习近平不仅深刻洞察全球治理体系转型的趋势，

而且适时把握中国的机遇与作为。

首先，习近平明确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治理体系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坚决维护第二次世界

大战胜利成果及由此产生的全球治理体系，即政治上以联合国为中心，经济上以世界贸易组织、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为支柱的治理框架。经过几十年的学习、适应和接轨，中国成为这一体

系的建设者、贡献者、维护者，而今正在向着核心参与者、决策制定者、方向引领者的角色靠近。

习近平多次强调，联合国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的作用不可替代，是加强和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平

台，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③。针对联合国原则与宗旨遭到公然挑战，一些国家奉行霸权主

义，绕开联合国践踏主权、破坏法治、引发冲突的行为，习近平振聋发聩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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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一些国家倒行逆施，推行去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挑战多边贸易体系，习近平也

发出了清晰声音: “坚持开放进取，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要提高经济合作水平，推动贸易和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保护主义，符合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国际经

济、金融、货币体系改革，推动建设开放公平的多边贸易体系，加强国际援助交流合作，推动经济

全球化朝着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④

其次，习近平支持二十国集团 ( G20) 发挥全球经济治理重要平台作用。七国集团代表性、合

法性和有效性的不足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非西方的治理思路在应对危机中的作用令人鼓舞，

这促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协同发挥作用的二十国集团迅速机制化并跃升为全球治理平台。二十

国集团中，南北方平分秋色，包括欧盟在内的发达经济体 10 个，发展中国家 10 个。习近平在圣彼

得堡峰会上指出，“二十国集团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国际经济事务进行充分协商的重要平台。

我们要把二十国集团建设成稳定世界经济、构建国际金融安全网、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力

量。”⑤ 在布里斯班峰会上，习近平进一步明确指出，二十国集团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是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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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人民日报》2017 年 5 月 16 日。
《习近平: 中美应共同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http: / /world． people． com． cn /n /2015 /0922 /c1002－27621133． html。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人民日报》2016 年 7 月 8 日。
习近平: 《在中法建交 5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 3 月 29 日。
习近平: 《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言》，《人

民日报》2013 年 9 月 6 日。



界经济的稳定器、全球增长的催化器、全球经济治理的推进器”①。在中国主场外交场合，习近平肯

定“二十国集团不仅属于二十个成员，也属于全世界”。他还指出，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已经举

行十届，正处在关键发展节点上，中方主办杭州峰会的目标之一就是，“推动二十国集团实现从短

期政策向中长期政策转型，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巩固其作为全球经济治理重要平台的

地位”②。在这一机制中，中国是联系南北经济体、东西方文化、传统七国集团与新兴经济体、发达

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与纽带，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向南北平衡、东西

共治过渡的理想平台。

再次，习近平重视上合组织、博鳌论坛、亚信会议等区域性制度安排。通过支持、巩固、推动

以亚洲国家、周边国家为主的地区机制，为区域治理提供公共产品，是中国处理地区公共问题、引

领区域治理的思路和方式。习近平重视区域平台和机制建设，支持提升中国在其中的地位、作用和

贡献。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在中国境内宣布成立的、横跨欧亚大陆的新型区域性多边合作组织，

其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目前共有 18 国。2017 年 6 月印、巴两国加入后，上合组织成员

国人口接近世界一半，领土总面积占全球陆地面积 1 /5，GDP 占世界 1 /4，成员国中有四个国家拥有

核武器，拥有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上合组织在加强反恐安全合作、解决世界能源市

场问题、落实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等重大行动中，都有很大的发言权。上合组织的成员国和

观察员国大都属于发展中国家，既是我国的邻国，又处于 “一带一路”的核心位置，加强上合组织

平台建设有助于体现中国在新型经济全球化中的引领、主导地位，诠释中国全球治理的思路与理念;

博鳌亚洲论坛是第一个把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会议组织，主要功能在于凝聚亚洲力量联合应对经济

全球化带来的挑战。论坛发起时，中国就表示将为论坛的创建与运作提供支持与合作，使这一亚洲

重要高端对话平台永久性地落户在海南博鳌，从而为中国发挥东道国主场作用提供了便利。近 10 年

来，中国问题多次成为论坛讨论的热点，有的分论坛直接在标题中冠以 “中国”字样，中国领导人

提出的和谐亚洲、亚洲方式、亚洲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等理念成为论坛焦点。博鳌亚

洲论坛已经成为中国发声、倡导、引领新理念新思想的舞台基地，以及和其他亚太国家探讨热点问

题和地区长远发展问题的多边国际交流机制; 亚信会议是一个包括 26 个成员国、11 个观察员国及

国际组织的地区性安全合作平台。中国是亚信创始成员国之一，2014—2016 年担任亚信主席国，之

后更加积极参与、支持和推动亚信进程，在引导合作机制完善创新、拓展伙伴网络、明确合作方向

等方面作出了独特贡献，传递了中国治理思路与理念，提升了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最后，习近平不失时机地提出并发起以新兴发展中国家为主导的新型金融治理平台。提供制度

性公共产品，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内容。积极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

的制度性话语权，是我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举措。全球金融危机已历时 10 年，至今尚未

完全恢复，反映出全球金融体系的积弊之深，非改革不足以除弊。建立在西方价值观基础上的全球

金融体系，站在西方立场为西方利益服务，越来越满足不了发展中国家的资金需求。因此，顺应广

大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愿望，推动国际金融秩序完善升级，成为我国创新全球治理体系的重中之重。

结合“一带一路”资金先行的具体实际，我国正在推进形成四大新型国际金融机制: 亚投行、丝路

基金、金砖银行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有人称其为 “四大资金池”。这将推动一个更加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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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的新型国际金融秩序的逐渐形成，进而从经济金融领域合作的溢出效应出发，

推动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与方案向其他领域和议题扩展。

以上这些治理平台和机构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形成层次清晰、功能分明的协作治理网络。创

新机制平台建设，能够有效弥补现有国际体系和机构对发展中国家支持力度不够、南方国家参与度

能见度不高的不足，有助于构建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全球治理新格局。

4． 在治理路径上，强调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是当前全球治理的可行、必行路径，也是实

现全球共治的切实举措。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发言权，尤其是要提升制度性

权力与话语权。一是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进行投票权改革，增加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这是中国全球治理改革的基本诉求和切入点。由于目标明确、

路径清晰，且中国及其他新兴大国出资优势突出，目前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二是在联合国等多边

机构中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这方面的工作头绪繁杂，过程复杂，需要长期

努力。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不仅笼统地表现为这些机构中的代表数量和投票权重，而且还包括这些

代表级别和分量，即有无在高层机构、关键问题上的决策权，如议程设置权、预算建议权、议事咨

询权、报告拟定权、规则制订权、立法表决权、过程监督权和成果受益权等，这是比代表性和发言

权更高的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例如，在联合国秘书处，长期以来，美国人把持政治事务部，法国

人把持维和行动部，英国人把持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它们对秘书处官僚机构的行事风格、议程设

置乃至政策制定往往都会产生较大影响①。习近平强调，“要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着力增

强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统筹协调能力”②，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三是通过

加强金砖国家治理伙伴关系，争取更大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金砖国家都是新兴大国，数量不多，

目标一致，容易协调行动。2015 年 7 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上，习近平指出: “要共同

致力于提高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推动国际经济秩序顺应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力量上升的历史趋势。”③ 2017 年 9 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讲话中，他强调: “随着

我们五国同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客观上要求我们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没有我们五国参与，许多重

大紧迫的全球性问题难以有效解决。”“要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代表性和发言权，为解决南北发展失衡、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④

“全球治理制度已展现出合法性不足、代表性不够、有效性不高等痼疾，严重影响着全球性问

题的治理进度和治理效度。”⑤ 增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是全球治理改革的重点环

节。“发展中国家是全球治理的生力军，新兴大国是全球治理的排头兵。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坚定维护广大发展

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重要的基础。”⑥ 其一，全球治理转型是与发展中国家群体

崛起分不开的。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崛起———经济全球化遭遇危机———欧美国家退缩自保———经济全

球治理体系面临变革，这是一个逐一推进的过程，一起促成了中国创新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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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机。这决定了我们要做的事情首先就是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意志。其二，中国完善全球

治理的意愿和担当是与其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分不开的。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变化与发展中

国家的地位变化是同步的，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要解决的问题与发展中国家要解决的问题是同构的，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的利益与地位向来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地位是捆绑在一起的。增

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也是中国自己的事情，是中国推进全球治理改革的优先方向，也是

建立资源共享、规则共建、责任共担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的必要前提和必经步骤。其三，增加新兴大

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是时代大势，是正义之举。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就提出要

建立国际新秩序，但能力所限，作为不彰。如今中国在具备将全球治理主张转化为行动能力之时，

应把维护自身利益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做代言、代表发展中国家的正义之事。

“我们决心构建一个更加高效、反映当前世界经济版图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

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我们重申致力于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 2019 年春会、不迟于 2019 年

年会前完成第 15 轮份额总检查，包括形成一个新的份额公式。我们将继续推动落实世界银行股权审

议。”① 增加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前景可期。

5． 在治理目标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包容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时代前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自

觉引领，也为全球治理指明了方向和目标。2013 年 3 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第一

次在国际场合提出，人类生活 “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是 “国际形势

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老框框已经过时，以邻为壑、

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既不道德，也难以持久。他倡导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共

同享受发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②。2015 年 9 月，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习近

平系统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要通过“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

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

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对全

球治理的顶层设计，“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价值基础，是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

利益的崭新理念”③。为人类作贡献是中国几代领导人的梦想，更是新一代领导人的雄心。习近平多

次强调，中国梦与世界梦相连，中国梦造福全人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梦的价值追求，

也是世界梦的理想所系。2017 年初，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再次呼吁国际社会从伙伴关系、安

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和生态建设等方面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向国际社会传达了

中国对全球治理路径与目标的思索，回答了“人类向何处去”的终极命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更加集

中地阐明了我党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与主张。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位一体的总

布局和总路径，并从和平观、开放观、义利观、安全观、发展观、文明观和生态观七个方面具体阐

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体系。2017 年 11 月，习近平对老挝进行国事访问时提出打造命运

共同体的四个维度: 互尊互信、互帮互助、互惠互利、互学互鉴④，进一步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内涵和外延。同年 12 月，在世界政党大会上，习近平将建设更加美好世界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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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旨归，“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

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

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①。习近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次阐释，精准把握了世界多

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及人类社会未来走向。

全球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全球问题成堆、恐怖活动失控的今天，在国与国关

系中寻找最大公约数，维护事关人类生死存续的共同利益和核心关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最

大智慧、最高境界; 唯我独尊、自私自利、弱肉强食只能激化矛盾，生产“敌人”，创造出“野蛮人”

反抗野蛮对待的恐怖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国家、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分歧，立足于经济

全球化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客观现实，反映了全球共同利益和价值，勾画了人类发展进步

的美好前景和价值坐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推进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全球治理在过程和目标上都

是一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深刻揭示了治理主体联动性、国家利益交互性、人类价值共通性和未

来命运依存性，这恰恰是共商共建共享共赢全球治理的内在依据和必然结果。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

球化扩张过程中，资本凌驾于人民之上，占全球总人数 1%的富人所拥有的财富超过其余 99%人口拥有

财富的总和，全世界的穷人为富人的美好生活付出了惨重代价。共处同一星球、有着同样命运的人类，

却被经济全球化分割成贫富对立的“两类人”，社会分化、阶级斗争、种族撕裂和文明冲突一幕幕上

演。因此，强调同呼吸共命运的经济全球化、推进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全球治理才是人间正道。这也

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得到越来越多认同的原因。2017 年 2 月 10 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

第 55 届会议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中。3 月 17 日，联合国安理会在关于

阿富汗问题的决议中强调，应本着合作共赢精神推进地区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 月 23 日，联

合国人权理事会在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的两个决议中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载入联合国，再次彰显了中国理念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和引

领作用。

习近平锐意进取、奋发有为，对经济全球化、全球治理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全面、

系统、富有建设性的中国方案，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大国气派的全球治理改革方案。随着中

国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由跟随者、参与者到建设者、引领者角色的转变，随着中国力量、中国作用、

中国贡献的增大，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还将进一步充实、完善。尤其是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习近

平全球治理观的实践探索，必将进一步丰富发展中国的全球治理理论。“共建 ‘一带一路’符合国

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

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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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ABSTＲACTS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Marx and Engels’Communism

Yang Junling and Wu Qiantao

In the view of Marx and Engels，communism is a scientific and rigorous system，a real social
movement in human history，and pursuit of a sublime and eternal value． We should understand the sci-
entific connotation from the three perspectives of its“logical system，”“historical movement”and“val-
ue pursuit，”while demonstrating the communist prospect as depicted by Marx and Engels in an all－a-
round and three－dimensional way． This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us in
establishing firm belief in communism on the basis of rational recognition of the scientific theory and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 of history．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 China
Chen Hongjua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has been translated in China for many times． From 1899 to 1919，there
were 17 articles that involved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ook，and from 1920 to 2009，there were 11 trans-
lations of the entire work． The translation was first from Japanese，Ｒussian，English and French into
Chinese，before it was finally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text in German accompanied with equal atten-
tion to the study of its text． The readers included literati，officialdom and missionar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Ｒepublic of China，and then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CPC) ．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 PＲC) ，the ordinary citizens became the main
body reading and studying it． The different translation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witnesses the history
in which CPC members pursuing their ideal and strengthening their conviction sedulously with the
change of time，as well as the history in which CPC members keeps improving and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in understanding the fundamental tenet of Marxism．

The Chinese Scheme of Global Governance Ｒeform
Li Dan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and the rise of th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demand a reform in global
governance．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current global system highlight the failure of the Western governance
program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along with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experiences，call for the Chinese plan． Xi Jinping advocates that China should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Chinese plan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global govern-
ance． Specifically，on the subject of governance， the Chinese scheme emphasizes equal participation
and opposes all forms of hegemony and power politics; regarding the mode of governance，it proposes
joint building on the basis of clear system and rules while opposing unfair and unreasonable arrange-
ments; in terms of the governance platform，it advocates complementing and perfecting the old system
while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mechanisms; about the way of governance，it suggests increas-
ing the representativeness and voic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for the goal of governance，it foc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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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and creating a new futur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ith
the advance of“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the Chinese Scheme of global governance will be more
and more mature and perfect．

The Structural Ｒeform of the Supply－side Should Focus on
Cultivating Enterprises with Global Competitiveness

Shang Huiyong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upply－side is an important policy measure in China to deal with such
problems as economic stagnation，excessive capacity and debt crisis since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of
2008． In the short run，the reform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upply and meet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s of upgraded demands and over－ca-
pacity． In the long term，however，enterprises with global competitiveness capacity are the main force
in the world competition under market economy． They are playing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promoting
national technological progress，driv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and improving residents’working ability
and income level． Without the driving force and guidance of such enterprises，more enterprises tend to
fall into the trap of over－capacity and debt crisis due to insufficient demands in the market． Therefore，
the long term goals of supply－side reform should focus on cultivating enterprises with global competi-
tiveness，through which China’s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would be raised，the quality of market econo-
my improved，and pressure of economic downturn relieved．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Building the Ｒight to
Discourse of Marxist Ideology

Xie Xiaojuan and Liu Shiyu

Building the right to discourse of Marxist ideology originates from the need to consolidate the ideol-
ogy of Marxism and to demonstrate the great achievement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the world． The right to discourse of Marxist ideology has material power as its basis． It relies on social-
ist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is expressed in the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
tive，China’s building the right to discourse of Marxist ideology has advantages in term so of both its
origin and comparison with other countries． Therefore，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ight to ideological dis-
course，it is necessary to recognize our own advantages，while in the meantime take the initiative to
construct and enhance such advantage，so as to have a more powerful voice，consolidate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and establish the confidence in the road，theory，system and cul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Ｒeflections on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Party’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Cui Jianmin

The report of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incorporate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political construc-
tion of the Party into the general layout of the Party building，which is stressed as the central task of
the party． This is a great innovation in the Marxist theory of party building． Strengthening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is not only has strong theoretical foundation，but also has also been an impor-
tant work for our party for a long time，with some good experiences and practices as references．
Strengthening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PC to realize the new
great mission in the new era． It is a strategic measure for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nd for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