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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力置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王勇 刘玮

内容提要 ： 过去 2 0年 间全球政治经济 的最大 变化是 ， 新兴经济体通过积极

参与全球化 ， 实现了在全球经济中的群体性崛起。 但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

中 国 家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 中的代表权和发言权仍 然严重不足。 改革传统的 国 际

经济治理机制 ， 增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 国家的权重 ，
已成为 一种全球共识 。 但

历史经验表明 ， 形成新的更加公正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道路不会
一帆风顺。

关键词 ： 新兴力量 全球经济治理机制 二十国 集团
“

金砖四 国
”

在过去 2 0年间 ，
全球政治经济的最大变ｇ是

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不断融人全

球经济 （尤其体现在加人全球生产体系 ） 的过程

＇

中 ， 保持了国民经济的较快发展 ，

实现了群体性崛起。 虽然美国和欧洲在全球经济中仍占重要地位 ， 但以
“

金砖四

国
”

（ ＢＲＩＣ ｓ ） 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 中国家的实力不断增强 ， 重要性与 日

俱增 。 然而 ， 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机制未能体现这一变化。 新兴力量在全球政治

经济中的崛起 ， 使改革传统的国际经济治理机制 、 增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的话语权成为
一种全球共识。 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 形成新的更加公正的全球经

济治理机制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 。

一

、 有关
“

新兴力量
”

定义的争论

人们一般将一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称为
“

新兴力量
”

或者
“

新

兴经济体
”

， 这
一

称谓主要是相对于既有的发达国家或强国而言的 。 但是 ，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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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国家应当纳人
“

新兴力量
”

的范畴 ， 学术界存在争论。

以
“

集团
”

方式来命名新兴经济体在 目前最为流行。 虽然存在着划分标准单
一

（ 如经济实力 ） 或过分依赖在特定领域上的功能性 （ 如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 ）

等问题 ， 但由于特色鲜明 、 简洁明了和富有代表性而被广泛接受 。

1“

金砖
”

国家

就是最典型的一个称谓 。 2 0 0 1 年
，
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吉姆

？ 奥尼尔 （ Ｊｉｍ

Ｏ
’

Ｎｅｉｌ ） 首次提出
“

金砖四国
”

这
一

概念 。 2 0 0 3年 ， 奥尼尔在
一

份题为 《与
“

金

砖四国
”
一起梦想 》 的研究报告中对 2 〇 5 〇年的世界经济格局进行预测 ， 认为

“

金

砖四国
”

将超越包括英国 、 法国 、 意大利 、 德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 ， 与美国 、

＇

日本一起跻身于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 高盛这份报告出台后 ， 中国 、 印度 、 俄罗

斯和巴西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领头羊 ， 受到世界广泛关注 ，

“

金砖四国
”

这一概

念由此风靡全球 。 近来 ，

“

金砖四国
”

的概念有被扩大到其他发展较快的发展中

经济体的趋势 。 如 2 0 1 0年 1 2 月 2 3 日
， 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簾与南非 国际关系与合

作部长迈特
？ 恩科阿纳一马沙巴内通电话时表示 ， 中国与俄罗斯 、 印度 、 巴西

一

致商定 ， 吸收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人
“

金砖四国
”

合作机制 。 这些迹象显示 ，

“

金

砖四国
”

寻求形成一个
“

政治俱乐部
”

或
“

联盟
”

， 从而
“

把不断增长的经济力

量转换为更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

。

2

德国鲁尔大学国际政策研究所
“

全球治理中的新兴力量
”

项 目研究 中心劳

拉 ？ 卡斯滕 （ ＬａｕｒａＣａｒｓｔｅｎ ） 从以下几方面来界定
“

新兴力量
”

：

一是控制大量

的权力资源 、 具有内在的凝聚力去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 ；
二是具有全球抱负 ， 渴

求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三是在不同层面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 ；

四是在

美国领导的以世界贸易组织 （ ＷＴＯ ）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ＩＭＦ ） 为代表的国际

体系 中处于边缘地位
；
五是能够经常吸引其他的跟随者 ， 这些国家会支持其 目标

和方案 。 根据这五方面特征 ， 卡斯滕认为中国 、 印度 、 巴西 、 俄罗斯和南非这五

个国家是新兴力量最典型的代表 ， 这正好与 目前已经将南非纳入成员 国 的
“

金砖

国家
”

合作机制
一

致。

3

中国学者张宇燕在 回顾有关
“

新兴经济体
”

不同定义争论的基础上 ， 提出
“

新兴经济体
”

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相对快速增长 、 具有较大经济规模

和人口总量 、 目前人均收人相对较低 、 经济开放程度较高 、 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发

1 参见张宇燕 、 田丰 ：

ｕ

新兴经济体的界定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 中的地位＇ 载 《国际经济评论 》
，

2 0 1 0年

第 4期 ， 第 1 0 页 。 如
“

金砖四国
”

、

“

新钻 1 1 国
”

、

“

基础四国
”

等 。

2 Ｇｕｙ
Ｆａｕ ｌｃｏｎｂｒｉｄｇｅ ，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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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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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德国鲁尔大

学国际政策研究所新兴力量与全球治理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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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经济体。 他认为 ，
二十国集团 （ Ｇ 2 0 ） 中的 1 1 个发展中国家可作为新兴经济

体的代表 ， 并将其统称为
“

Ｅ 1 1

”

。

1

无论我们如何定义新兴力量 ， 事实是 ， 进入 2 1 世纪以来 ，

一

些新兴经济体

正在群体性崛起 ， 对于全球经济乃至整个国际秩序产生着深远影响 。 在本文的论

述过程中 ， 新兴力量或新兴经济体指的是以 中国 、 印度 、 俄罗斯 、 巴西 、 南非为

代表的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 。

二、 新兴力量的经济崛起

我们从各项经济指标都可以看出 ， 最近十年来 ， 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

地位和作用 日益重要 。 新兴经济体在经济上的崛起已经成为新世纪最重大的全球

政治经济现象 。

新兴经济体的领土和人口 规模 ， 构成了这些国家经济崛起的基础 。 目前美 、

欧 、 日三大经济体合计约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 （ ＧＤＰ ） 的 6 0％
，
而人口仅占世界

人 口 的 1 5 ％。 新兴经济体多是人 口大国 ， 如中 国 、 印度 、 印度尼西亚 、 越南 、 南

非 、 巴西 、 墨西哥等 。 目前世界上 8 4％ 的人口分布在经济增长率更高的新兴和

发展中国家或地区 。 人口 大国的兴起 ，
使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与人 口份额比重开始

高度相关 ， 经济髙增长开始与全球大多数人口 的福利紧密联系在
一起。

2

到 2 0 5 0

年 ，
世界人 口将从 6 0亿增长到 9 0亿 ，

新增的 3 0亿人口将主要产生于发展 中 国

家 ， 届时发展中 国家的总人口将达到 8 0亿 ，
而发达国家将仍旧维持在 1 0亿人口

的水平 。 这一趋势意味着传统发达工业国或
“

西方
”

作为世界人 口的少数将更加

明显 。

3

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总量不断增加 ， 与发达国家相比 ，
显新兴经济体的经

现出 了强劲的经济增长态势 ， 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 。 济总量不断增加 ，
与

据 ＩＭＦ 统计 ， 按市场汇率计算 ，
2 0 0 0至 2 0 0 9 年新兴市场 发达国家相比 ，

显现

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累计增加了
1 0 ． 1个百分点 ，

升 出了强劲的经济增长

至 3 3 ． 6％ 。 而同时 ， 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降为 态势 ，
成为全球经济

6 6 ． 4％ 。 按购买力平价 （ ＰＰＰ ） 方法计算的结果 ，
发展中 国 增长的引擎。

1 张宇燕 、 田丰 ：

“

新兴经济体的界定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载 《 国际经济评论 》
，

2 0 1 0年第 4

期 ， 第 1 3 页。

“

Ｅ 1 1

”

指二十国集团中的 1 1 个发展中国家 ，
包括阿根廷 、 巴西、 中国 、 印度 、 印度尼西亚 、

韩国 、 墨西哥 、 俄罗斯 、 沙特阿拉伯 、 南非和土耳其。

2 张平 、 王宏淼
：

“

全球经济增长将惠及多数人 口
”

，
新华网理论频道 ， ｈｔｔ ｐ ：／／ｎｅｗｓ ．ｘ ｉｎｈ 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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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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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家与发达 国家已 经平分秋色 ， 即在十年间发达 国家的 ＧＤＰ 份额从 5 9 ． 3 ％ 降至

5 0％
， 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 国 家的份额 由 4 0 ． 7％ 增至 5 0％

， 占全球生

产总值的份额增加了  9 ． 3 个百分点 。 尤其是新兴经济体中
一些国家的 ＧＤ Ｐ 与美国

和 日 本之外的其他发达国 家基本持平 ， 甚至是超过这些国家 ，
中 国的 ＧＤＰ 总量

已超过 日 本 ，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 Ｇ 2 0 中 的 1 1 个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为

2 ． 6 ％
， 同 时期世界的经济增长率为负 0 ． 6％

， 七 国集 团 （ Ｇ 7 ） 加上澳大利亚的经

ｌ／ ｚ，济增长率为负 3
．
4％

， 中 国 、 印度和印尼等 国家的经济高速

战』 账更是侧 目 。

1

新兴经济体的＿起 ， 扩展了全球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市场
全

2
齡需求 ， 这些新兴市场为全球经济提供了 巨大动力 。 目

前
，
约一半的全球增长来 白发展中经济体 ， 这将改变全球实

济
力关系 。 根据 2 〇 ｕ 年 1 月 《世界经济展望更新 》 报告估算 ，

2 0 1 丨 年和 2 0 1 2 年 ，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将继续保持

强劲的增长 ， 预计增长率将鱗在 6 ． 5％ 的水平 ， 在去年 7％

叾
的基础上略有放缓 。 增长最迅速的仍然是亚洲发展中 国 家 ，

形成
但其他新兴地区也将继续强劲反弹。 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

ＴＳ 5Ｕ 1才、 彳牛 。

的增长率 （ 预计 2 0 1 1 年和 2 0 1 2 年的增长率将分别为 5 ． 5％ 和

叫 2

＼＾ 发达经济体－ －

8

Ｉ． ．

． 1 ． ． ． Ｉ． ． ． 1 ． ．

｜
Ｑ

2 0 0 7 0 8 0 9 1 0 1 1 1 2

图 1 全球 ＧＤＰ增长 （
百分 比 ； 季度 同比 ； 折年率 ｝

来源 ： 国 际货 币基金组织 。

1 张宇燕 、 田 丰 ：

“

新兴经济体的界定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 的地位
”

，
载 《 国际经济评论 》 ， 2 0 1 0年第 4

期 ， 第 1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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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7 5％ ） 将超过除亚洲发展中国家以外的所有其他地区 。 新兴经济体为全球经济

■ 的复苏提供信心和市场 ， 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 ， 使得其在全球经济事务中的

实力大增 ， 这种经济实力为其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的结构性权力 的形成提供了

基础条件 。

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贸易 中的份额逐年增加 ， 成为全球市场中商品和服务交换

的重要主体 ， 已深度融人全球市场。 2 0 0 8 年 ，
Ｇ 2 0 中的 1 1 个新兴经济体占到世

界货物贸易出 口 总额的 2 3 ． 2 ％ 、 世界货物贸易进 口总额的 1 9 ． 8％
， 占世界服务贸

易 出 口 总额的 1 3 ． 2％ 、 世界服务贸易进 口总额的 1 6 ． 9％
。 根据 ＩＭＦ 于 2 0 1 1 年 1 月

发布的 《世界经济展望更新 》 显示
，
在 2 0 0 9年全球经济衰退时期 ， 发达经济体

进 口 同比减少 1 2
． 4％ ， 出 口 减少 1 1

． 9％ ， 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进 口 只同比减少

8 ． 0％
， 出 口减少 7 ． 5％ 。 2 0 1 0年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情况下 ， 新兴和发展中 国家

的进口 同比增加 1 3
．
8

， 出 口 增加 1 2
．
8％

， 发达国家进 口 只同 比增加 1 1
．

1 ％
， 出 口

增长 1 1 ． 4％ 。 该报告预测 2 0 1 1 、 2 0 1 2 年的全球贸易增长将仍旧 由新兴和发展经济

体带动 。

图 2 金融危机前后世界贸易量的变化 （
2 0 0 9— 2 0 1 2 年 ）

｜年度同比百分比变化
胃

2 0 0 9 2 0 1 0



2 0 1 1



2 0 1 2

世界贸易总量 （货物和服务 ）－

1 0
．
7 1 2

．
0 7

．
1



6
．
8

发达经济体－

1 2 ． 4 1 1 ． 1 5 ． 5 5 ． 2

进 口



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 8 ． 0 1 3
．
89 ． 3



9 ． 2

发达经济体－

1 1 ． 9 1 1 ． 4 6 ． 3 5 ． 8

出 口



「
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

7 ． 5 1 2 ． 8｜ 9
．
2 8 ． 8

数据来源 ： 作者根据 2 0 1 1 年 1 月 《世界经济展望更新 》 整理而 成。

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生产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 成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

目标国 ， 同时 ， 新兴经济体的企业也逐渐开始向全球市场投资 。 从对外直接投资

来看 ，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 ，
自 2 0 0 5年以后

，

“

金砖四国
”

对外投资快速

增长 ，
2 0 0 8年达到 1 4 7 0亿美元 ，

占当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 9％
，
而十年前该比

率
＇

不到 Ｉ％ 。

1

国际投资头寸方面 ，
2 0 0 7年

，
Ｇ 2 0 中 的 1 1 国金融账户 资产总额髙

达 5 ． 6 万亿美元。 2 0 0 9年底 ，

“

金砖四国
”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量达到 7 1 3 3 ． 7亿

1 Ｕｎ ｉｔｅｄ
Ｎａｔ

ｉ
ｏｎ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 ｒ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Ｄｅｖｅ丨ｏｐｍｅｎｔ

（
ＵＮＣＴＡＤ

） ，
Ｗｏ ｒ

ｌｄ Ｉ 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Ｒｅｐｏｒ ｔ 2 0 1 0


■ 转

引 自 王信 ：

“ ‘

金砖四 国
’

国际金融实力提升对国际金融及其治理的影响
”

， 载 《 国际经济评论 》 ，

2 0 1 1 年

第 1 期。

． ． ． ． ．———． ．． ． ．—— 3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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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 其中 巴西 1 5 7 6 ． 7亿 、 中 国 2 2 9 6亿 、 印度 7 7 2 ． 1亿 ， 俄罗斯 2 4 8 8 ． 9亿 ， 当然

相对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 1 2 9 0 3 ． 6 亿美元来说 ， 这些国家的对外投资量仍

然较小 。 从对外证券投资来看 ， 新兴经济体近年来有了快速增长 ， 但是由于这些

国家对资本账户仍保留
一

定的限制 ， 相对于其经济规模来说 ， 仍处于较低水平 。

以
“

金砖四 国
”

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也在逐步扩大对外贷款业务 。 根据国际清算

银行 （ ＢＩＳ ） 的数据 ， 截至 2 0 0 9年 6 月末 ， 中 国 、 印度的跨境银行贷款存量都是

1 0 4 0亿美元 ，
俄罗斯、 巴西分别为 1 4 7 0亿和 9 6 0亿美元。 虽然这些国家的对外

证券投资和贷款在全球存量中仍占较小比重 ， 但是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空间和发展

趋势仍然很强 。

随着新兴经济体积极参与全球经济 ， 其国际金融实力

娜＿獨齡。 触雜訪射匚齡纖胃
’
钱

＾

积
重心也有 由西向东转移的趋势 。 根据＾餅 ，

＿年至

2 〇 0 9 年 ， 新兴经济体酿的外汇储备由 8 〇 2 5 亿美元猛增至

5 ． 5 万亿美元 ， 预计观年将增至 6
． 7 4 万亿美元。 这期间其

胃
经常项 目 的顺差 由 8 5 8亿美元增至 7 0 9 2亿美元 （ 2 0 0 8 年数

据 ） ， 资本净流 出 由 2 4 6 5亿美元增至 1 0 4 3 7亿美元 （邏年

麵 ） 。

，

大難外汇储紐得雜駭力量具有强大的对

外支付能力 ， 增加了它们在全球获取经济资源和各种要素发

展本国经济的能力 ， 同时也扩展了其政治能量的投射范围 。 但是 ， 外汇储备转化

为金融影响力甚至国家的政治实力 ， 也需要具体的战略和政策设计 ， 因为美元信

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使得这一转化面临很多限制 。

以
“

金砖四国
”

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外金融资产 、 负债与 ＧＤＰ 之比上升 ，

图 3
“

金砖四国
”

对外资产、 对外负债与 ＧＤＰ 之比

对外资产 ／ＧＤＰ（ ％ ）对外负债 ／ＧＤＰ（ ％ ）对外净资产 ／ＧＤＰ （ ％ ）

一

俄罗斯
｜

巴西
｜

中 国
｜

印度石斯
｜

巴西
｜

中 国
｜

印度 俄罗斯
｜

巴西
｜

中 国
｜

印

2 0 0 4 6 9 2 2 4 8 2 5 7 0 6 73 4 3 3－ 2－ 4 5 1 4－

8

2 0 0 5 6 8 1 9 5 5 2 3 7 2 5 7 3 6 3 1－

4－

3 8 1 8－

8

2 0 0 6 7 4 2 2 6 4 2 8 7 8 5 7 4 0 3 5－ 4－

3 5 2 4－ 7

2 0 0 7 8 4 2 7 7 1 3 5 9 6 6 9 3 6 4 0－

1 2－

4 2 3 5－

5

2 0 0 8 6 1 2 5 6 5 2 9 4 6 4 2 3 2 3 4 1 5－

1 7 3 3－

5

资料来源 ： ＩＭ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
ｉ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转 引 自 王信 ：

“ ‘

金砖四 国
’

国 际金

融实力提升对国 际金融及其治理的影响
”

， 载 《 国 际经济评论 》 ， 2 0 1 1 年 第 1 期 ， 第 9 5 页 。

1 陈凤英 ：

“

Ｇ 2 0机制架构设计与中国战略对策
＂

， 载 《经济参考报 》 ，
2 0 1 0 年 6 月 2 3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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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开放度提高 。 近年来
“

金砖四国
”

对外资产 、 负债与本国 ＧＤＰ 之比大体呈

上升趋势 ， 见图 3 。

但是 ， 新兴经济体的通胀压力也给全球经济带来一些隐患 〇ＩＭＦ 《世界经济

展望预测 》 报告指 出 ，
由 于 2 0 1 0年全球需求强劲和一些商品遭遇供应冲击 ， 石

油和非石油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扬 。 新兴经济体消费物价水平上扬的部分原因是食

品价格上涨 。 但是 ，
最近

一轮粮食价格高涨仍将持续 ， 使低收入家庭的预算变得

紧张 ， 并传导到一些经济体的总体价格上 。 更重要的是 ，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

体的快速经济增长 ， 使得这些国家开始出现经济过热的压力 。 在
一些国家 ， 过热

迹象因信贷快速增长或资产价格上涨而愈加明显 。

1

三 、 关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的讨论

全球金融危机凸显了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 际经济治理机制所存

在的诸多弊端。 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世界银行等现有国际经济

治理机制非常不满 ， 认为这些机制无法有效代表 自 己的权益 。 新兴经济体在全球

经济复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但它们在现有经济治理机制中 的决策权力却严重不

足 。 美国 、 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也认识到 ， 必须对现有国际经济治理机制进行创新

性改革 ， 吸引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参与 ， 才能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

的
一

系列新挑战创造条件 。

因此 ，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加快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 建立更加包容和公

正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成为一种全球共识 。 但是 ， 目前政学界在建立新的全球经

济治理机制相关的主要问题上仍然存在不少分歧 。

（

一

） 美元的特权地位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一

些新兴发展中 国家指出 ， 当前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一些新兴发展中

与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霸权地位 ， 是导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 国家指出 ， 当前不合

的主要原因 。 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作为 理的国际货币体系与

主要国际储备货 币 的主导地位 。 经济学家特里芬 （
Ｔｒｉｆｆｉｎ ）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

曾经指出 ， 在这一体系中 ， 外国对储备货币无止境的需求会 霸权地位 ， 是导致全

迫使储备货币发行国持续累积经常账户赤字 ， 储备货币发行 球爆发金融危机的主

国因对外借债而形成资本账户盈余 ， 从而最终导致储备货 要原因。

币地位的不可持续和全球经济不稳定 。 尽管在 1 9 7 0年代美

元与黄金挂钩 、 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受到冲击而瓦解 ， 但是美元

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 的优势地位在其后推行的浮动汇率制下并未受到实质性

1 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 0 1 1 年 1 月 《世界经济展望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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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 相反 ， 美国摆脱 了支撑固定汇率的负担与约束 ， 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

获得了更多的行动 自 由 。 已故英国 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苏珊
？

斯特兰奇 （ Ｓｕｓａｎ

Ｓ ｔｒａｎｇｅ ）据此指出 ， 以美元为基础的固定汇率制的瓦解并非由美国的所谓
“

衰落
”

造成
，
而是美国企图摆脱该体制对其造成的约束导致的 ， 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

为 。

1

新西兰裔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 ？

韦德 （ ＲｏｂｅｒｔＷａｄｅ ） 指 出 ， 美元的霸权地

位使得美国获得了所谓
“

债务人幸运
”

， 即美国通过掌握美元的发行权 ， 就能够

同时维持
“

大炮
”

和
“

黄油
”

。

2

中 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指出 ， 此次金融危

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 ， 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

性风险 ， 应该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 。 法国总统尼古拉
？

萨科

齐 （Ｎ ｉｃｏ ｌａｓＳａｒｋｏｚｙ ） 在 2 0 1 0年也表 7Ｋ
，
美国在外汇储备及大宗商品和国际贸易

定价方面的霸权地位 已让人无法忍受 。 法国政府在 Ｇ 2 0戛纳峰会之前鼓吹重新设

计国际货币秩序以代替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体系 。 但是在 2 0 1 1 年 2 月举行的 Ｇ 2 0

财长 、 央行行长会议上 ， 该问题并没有被纳人迫切需要解决的议题之中 。

美国否认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给美国带来了特权与好处 ， 也

否认美元储备货币制度导致了全球金融的不稳定 。 美国政府

宣称 ，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不稳定是由于近年来中国 自

主权国家政＾户
愿购买巨额美元资产的行为所导致 ’ 是中 国压低人民币汇率

提振出 口 的干预措施的副产品 。

3

尽管美国表示反对 ， 但是

ｓ
＾期内就可ｋ解决现存？际货 呼声 0 识

Ｓ问题軋 ＃雜－難舰替代美元 、 且不ｍ权ｓ家政府■
＇

°

的国际储备货币 ，
并非是短期 内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 （ ＳＤＲ ） 是一个重要的替代选项 ， 但这一

选择也面临
一

些操作上的问题 。

4

首先 ， 特别提款权要能广泛使用 ， 篮子中 的货

币必须得到广泛交易并能够实现 自 由兑换 ， 目前这一条件仍旧无法满足 。 其次 ，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艾肯格林 （ Ｂａｒｒｙ
Ｅｉ 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 ） 指出 的 ， 这种方式必须依赖于

某个机构 （ 或许是 ＩＭＦ ） 对其发行实施系统控制 ， 超越现在这种相机抉择的
一次

性分配体系 。 但这种推动货币政策全球化的提议会引起全世界范围内爆发对国内

1［
英 ］ 苏珊 ‘ 斯特兰奇著 ， 杨宇光译 ： 《 国家与市场 》 ，

上海 ：
世纪出版集团 ， 2 0 0 6 年版 ， 第 1 0 9页 。

2 何百华译 ：

°

美利坚经济帝国
一

美国政治科学家罗伯特 ？ 亨特 ？ 韦德访谈
”

， 载《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 》 ，

2 0 0 4 年第 1 2 期 ， 第 6 1 

—

6 5页 。 此文原载美国 《挑战 》 杂志 ，
2 0 0 4年 1 ／ 2 月号 。

3 艾 伦 ？ 贝 蒂
：

“

储 备 货 币 之 争
”

，

ＦＴ 中 文 网
，

2 0 1 1 年 0 2 年 1 6 日
，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ｆｔｃ ｈ ｉ ｎｅｓｅ ． ｃｏｍ／

ｓｔｏ ｒｙ／ 0 0 1 0 3 6 9 3 3 ？ｐａ
ｇ
ｅ＝ 1

〇

4 中 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 2 0 0 9 年 3 月 的文章中认为 ，
ＳＤＲ可以替代主权储备货币成为

一

种
“

超主

权储备货币
”

，
并呼吁各国政府发行以 ＳＤＲ 为计值单位的金融资 产 ， 积极推动在 国际 贸易 与大宗 商品

定价中使用 ＳＤＲ计价。 有 关周小 川文章的详细讨论 ， 请参见 Ｇｒｅ
ｇＣｈ ｉ ｎａｎｄＷａｎ ｇＹｏｎ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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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机构的不信任感 。

1

也就是说 ， 如何使得这一机构具备足够的合法性从而进

行系统控制和分配 ， 仍旧面临一些挑战 。

另一种提法是 ， 将汇率与金价挂钩 ， 把黄金作为通胀 、 通缩和未来货币价值

之市场预期的全球参考点 。

2

但是 ， 这一做法无疑限制了政府的政策 自主性 ： 当

经济震荡出现时 ，
政府无法通过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率等进行干预 ， 从而

降低经济波动造成的社会痛苦 。

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 ，

一方面 ， 改革现存的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 ， 使其变

得更加公正 、 有效 、 稳定 ， 符合这些国家的长远利益 ； 另一方面 ， 这些新兴经

济体在过去持续的经济增长中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 ， 已经形成了对美元和美

国市场的依赖 （ 例如 ， 抛售美元将面临外汇储备贬值的风险 ）
，
因此很难找到一

种
“

全身退出
”

的方法 。 正如艾肯格林所指出 的那样 ， 国际

货币体系触革雛通过－次纽或协定就实现 ，
应赫在

于－系列繼性麵史Ｍ巾 。

3

絲＿獅体Ｍ有可

能的发展酸是繼标獅觸晒步道 。 人民币 、 日
货币格

元、 欧元都有潜质扮演更重要的储备货币角色 ， 在全球贸易
胃

和金融中 ， 美元之外的其他货币将得到更多使用 。

4

例如 ， 2 0 0 8 年金融危机以来 ，

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在加快 ， 包括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 ， 在部分国际贸易中以

人民币结算等 。

（
二 ） 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与 ＩＭＦ决策体系改革

西方国家在 ＩＭＦ决策程序中具有主导权 ， 尤其是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 在

这种情况下 ， 极易发生忽视发展中 国家利益而做出的宏观经济决策 。 例如 ， 在

2 0 0 8 年危机前 ， 尽管美国宏观经济存在着极大的风险 ， 但是当时 ＩＭＦ 政策审议

机制却仍在强调发展中国家经常项 目顺差带来的风险 ， 而对美国的双赤字风险视

而不见 。 因此 ， 要扭转这种决策过程的不平衡 ， 就必须增加发展中 国家特别是新

兴力量在 ＩＭＦ 机构中的代表权 。

1 艾伦 ？ 贝蒂 ：

“

储备货币之争
”

。

2 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 ？ 佐利克 （
Ｒｏｂｅｒｔ Ｚｏｅｆｃｋ

） 曾主张 ， 发达经济体应考虑重新实行经过改良的全球金

本位制 ，
为汇率变动提供指引。 佐利克的这

一

提法反映了美国希望控制所谓的
一些国家干预外汇市场 的愿

望。 参见艾伦 ？ 贝 蒂 ：

“

世界银行行长呼吁实行改 良版金本位制
”

，
ＦＴ 中文网 ，

2 0 1 0 年 1 0 月 9 日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ｆ ｔｃｈ ｉ ｎｅｓｅ ．ｃｏｍ／ｓｔｏｒｙ／ 0 0 1 0 3 5 4 0 6 〇

3  ［ 美 ］
艾肯格林著 ， 彭兴韵译 ： 《资本全球化

一国际货帀体系史 》 ， 上海人 民出版社 ，
2 0 0 9 年版 ，

第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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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资本跨国流动与全球金融监管机制建设

是否要限制资本流动 ， 特别是
“

热钱
”

等国际投机资金的 自 由流动 ， 是 目前

各国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本质上讲 ， 美国等国推动的经济全球化是资本流动

的全球化 。 发达国家金融服务业发达 ， 资本流动全球化符合其实际利益 。

“

热钱
”

等国际投机资金的全球流动 ， 导致国际金融市场 、 石油价格 、 粮食价格 、 原材料

价格的剧烈波动 ， 对于全球经济稳定 、 世界石油 、 粮食 、 原材料价格的稳定产生

了重大的消极影响 。

资本的 自 由流动给
一些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带来了经济上的不稳定 。 巴

西等新兴发展国家利用资本管制保护 自 己免受热钱流人的影响 。 ＭＦ 在 2 0 1 0年

提议是否应制定全球性规则来管理政府运用这类资本管制措施 ， 从而阻止其溢出

效应 。 欧盟致力于在 Ｇ 2 0推动通过 《 巴塞尔协议 ＩＩＩ》 ，
继续主张开征银行税 ， 东

亚国家也在谋求建立全球和地区金融安全网 ， 来加强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 。

（
四 ） 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与全球经济再平衡

全球经济不平衡被认为是导致 2 0 0 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

的原 ＥＵ 如何解决不
主因 。 但是 ， 对于导致不平衡的原因 、 如何解决不平衡以实

平“以ｋ现全球经济
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 ， 新兴力量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分歧 。

的再平衡 新兴力置
发 ； 家认为新兴经济体 、 油 ｔｂ ｎ ｇ 常项 ＠顺差是 4

与发达国！＾之＾存在
致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 而 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问题在于内需

＾严重不足 ， 过于依赖国 际市场 。 因此 ， 要达到全球经济再平
°

衡的 目标 ，
新兴经济体必须致力于建立在内需基础上的经济

增长
， 减少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 。 具体来说 ， 美国致力于采取迫使人民币升值的

行动方案 。 在人民币汇率改革很难短期奏效的情形下 ， 美国将关注焦点从汇率转

向 防止巨额盈余或赤字 。

1

这一做法与美国的内外需求息息相关 ： 美国 国 内失业

率居高不下 ， 经济复苏乏力 ；
它在国际上面临严重的经常项 目失衡

，
需要开拓市

场来复苏美国经济 。

新兴经济体则普遍认为 ， 发达国家在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 中的地位 ， 特别

是美元霸权 ， 是导致发达国 际高赤字 、 依赖向发展中国家借贷的主要原因 。 它

们提出的达成平衡的方案是 ， 发达国家必须调整本国的宏观经济结构和宏观经济

政策 ， 提高储蓄率 ， 改善财政平衡 ， 减少经常项 目逆差 ， 避免汇率大起大落 。 诚

然 ， 新兴经济体也有调整 自身经济的任务 ， 包括扩大内需 、 减少贸易顺差等 。

1 在 2 0 1 0 年首尔 ＜ 3 2 0双财长会议上 ， 美国财长盖特纳提出
一

个标准 ， 各国经常账户失衡不超过国内生产

总值的 4％
， 若

一

国持续超出这一 门槛
， 将引发旨在减小失衡的谈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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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Ｇ 2 0 的机制化建设及其定位

新兴力量的兴起对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影响 ， 最突出新兴力量的兴起
的表现是 Ｇ 2 0 的加强。 Ｇ 2 0 的兴起

，
既反映出应对 日 益频繁 对于全球经济治理机

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现实需要 ， 更反映出新兴力量壮大 、 要求 制 的影响
，
最突出的

改革现有不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的压力与要求 。 当前 ， 表现是Ｑ 2 0 的加强。

Ｇ 2 0正从一个合作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磋商机制 ，
演变成为Ｇ 2 0正＾一个合作应

一

个常态化 、 机制化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 。 各国都主张加强 对全球经济危机的確
Ｇ 2 0 的机制化

， 但是 Ｇ 2 0在机制化的道路上存在如下五个方 商机制 ，
演变成为一

面的问题 ：个常态化、 机制化的
一是合法性问题 。 对于 Ｇ 2 0合法性的讨论主要涉及其成 全球经济治理平台。

员资格问题。 首先 ，
从成员总数看 ， 全世界仍然有 9 0 ％ 的国

家或地区及多达 2 0 多亿人不在其中 ，
且它们大多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和人 口

，

全球性问题正是在这些国家和这些人口 中泛滥成灾 。 如果将这些国家排除在 Ｇ 2 0

之外
， 那么全球治理又如何谈起 ？ 其次 ，

从成员选取标准看
，
主要成员 国是八国

集团 （ Ｇ 8 ） 加上应对 1 9 9 7 年亚洲金融危机促成的财长会议的国家 ， 并没有如实

反映现今各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位置。 再次 ， 在 Ｇ 2 0 成员里 ， 地区代表不均衡 。 欧

洲有过度代表的情形 ，
Ｇ 2 0里面除了 Ｇ 8 的原始四个欧洲国家 （ 德国 〔 法国 、 英国 、

意大利 ） ， 后来欧盟主席也加入进来 ， 之后西班牙在华盛顿峰会上还以
“

永久贵

宾国
”

的名义加人 。 Ｇ 2 0对于新兴国家的开放程度仍然不够 。 非洲 国家的代表性

仍严重不足 ， 仅仅有南非
一

个国家是 Ｇ 2 0 的正式成员 。 最后是领导权和主导权问

题 。 主导议程的轮值主席国仍主要由 Ｇ 8成员掌握 ， 从前几次峰会的策划都可以

明显看出 。

二是效率问题。 成员国太多 ， 并且保证每个成员 国都能有效参与 ， 必然面临
“

集体行动的困境
”

， 很多协议无法达成和执行 。 坚持传统的大国主导方式固然

能够提升 Ｇ 2 0处理全球性问题的效率 ， 但却面临民主赤字 。 如果新兴大国认为它

们无法在 Ｇ 2 0 中拥有合适的位置和话语权 ， 那么它们可能通过其他替代性的国际

组织来抵消在 Ｇ 2 0 中的角色 。 南非倡议在峰会之前先召开非洲地区性的财长
“

十

国委员会
”

进行磋商 ， 就是让非洲国家群体通过
一种间接的方式参与 Ｇ 2 0 机制的

一种有效的尝试。

三是 Ｇ 2 0 的建章立制问题。 目前 Ｇ 2 0 只是世界主要经济大国解决国际金融

危机的应急性 、 临时性机构 ， 没有常设组织 ， 但是一旦开启其长效机制化进程 ，

就必须处理这个问题。 这必然涉及机制架构下的主席国轮转 、 常设秘书处 、 会议

体系及决策机制和执行机制等方面问题 。 例如 目前 Ｇ 2 0 的决策机制是通过协商

达成共识 ， 并没有一种正式的投票机制 。 协商达成共识的方式的好处是 ， 容易把

各方观点和利益平衡在
一

份声明或宣言里 。 但是协商的方式会带来很大的协调成

— 3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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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Ｇ 2 0 的机制化 本 ， 尤其是 2 0 多个行为体在为期两天的时 间里协商 ， 决策

过程中 ，
建设投票机 效率会较低 ， 也很难达成深人的成果 。 所以在 Ｇ 2 0 的机制化

制是一个趋势。 确立 过程中 ， 建设投票机制是
一个趋势 。

1

在投票机制建设过程

规则的争斗将会很明 中 ， 确立规则的争斗将会很明显 ，
尤其体现在各成员 国投票

显
，
尤其体现在各成 比率的分配和决议通过比率上 。

员国投票比率的分配当前 Ｇ 2 0仍旧缺乏有效的执行机制 ， 政策的落实主要依

和决议通过比率上。靠成员 国 的 自 愿 。 如今 ， 在 ＩＭＦ 的支持下 ， 希望在 Ｇ 2 0框

架内建立一套相互评价程序 （ ｍｕｔｕ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ｐ

ｒｏｃｅｓｓ） 。

该程序通过共享各国 的政策框架 、 项 目 和政策宣言 ， 然后 由成员 国相互评估这

些行动和所确立的共同 目标的一致性 ， 促使所有 国家采取
一致行动 。

2

但是相互

评价机制也面临一些问题 。

一方面 ，

“

相蓳评估
”

本身是
一个没有法律约束力的

机制 ，
无明确的惩罚措施 ， 做出 的评估结果对成员 国不会构成

“

硬性约束
”

。 另

一方面 ， 相互评价不是由一个中立的机构按照标准作出 ， 而是取决于成员国之

间合纵连横的复杂关系 。 另一种可以考虑的执行机制就是 ， 在 目前 Ｇ 2 0 决议执

行机制建设还很困难的情形下 ，
利用 ＷＴＯ 、 ＩＭＦ 和世界银行的成熟组织机构和

运作机制 。 例如关于贸易问题的决议 ， 就可 以放在 ＷＴ 0 的机制下执行 。 在传

统的三大国际组织 ，
ＷＴ 0 的执行力是最强的 ， 同时 ，

ＩＭＦ 和世界银行还需要进
一

步改革 ， 加强发展中 国家的代表性 。 在逐步推动传统国际组织改革的情形下 ，

将这些国际组织纳人 Ｇ 2 0框架 ，
Ｇ 2 0 的决策就可以通过这些机构去落实 。

四是议题设定及其政治过程问题。 目前关于议题设定的争论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 。 首先体现在各国对于核心议题的关注重点 ，
以及具体议题应该如何界定

和采取行动方案方面 。 美国主要关注的议题是利率和全球经济再平衡 ， 要求顺差

国扩大国内需求 ， 开放市场 ， 解决全球经济失衡 。 欧盟关注各成员国加强宏观经

济政策协调 ， 按照不同的时间表实施退出策略 ， 着手巩固财政 ， 避免为了获取短

期竞争优势而在汇率上采取行动 。 欧盟关注的第二大议题是继续加强国际金融监

管 。 发展中 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关注的重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一

是希望改

变现存的 国际货币体系 ， 推动 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 ；
二是防止贸易保护主义 ，

推动多哈会谈 ；
三是推动全球对发展问题的关注 ， 谋求全球更加平衡的发展 ；

四

是扩大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和投票比重 。 其次 ， 对于是继续保持 Ｇ 2 0议题的开

放灵活性 ， 还是主要集中于几个专门领域 （ 如贸易 、 金融 ） ， 各个经济体之间存

在争论 。

五是 Ｇ 2 0 的最终定位问题 。 Ｇ 2 0是定位在有限的经济协调组织 ， 还是统揽经

1 方晋 ：

“

Ｇ2 0 机制化建设与议题建设
”

，
载 《国际展望 》 ，

2 0 1 0 年第 3 期 ， 第 2 3 页。

2Ｃｈｒｉｓｔ ｉａｎＮｏｙｅ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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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 、 安全 、 环境议题为一身的全球治理机构 ？Ｇ 2 0是继续作为一种非正式机制

还是应转变为正式的机制 ？

1

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 。 1 9 9 9 年 ，
Ｇ 2 0 就是作为布雷

顿森林体系框架内的一种非正式对话机制创立的 〇 2 0 0 8 年金融危机之后 ， Ｇ 2 0进

行了一些转变 ， 但其本身并没有替代或是超越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的世界银行 、

ＷＴＯ 、 ＩＭＦ 的功能 ， 也很难超越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制的结构性

特征 （ 这些规制本身就是美国国 内体制向外延伸的体现 ） 。 这些问题既是 Ｇ 2 0机

制化需要克服的主要障碍 ， 也是经济全球化与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

的结构性矛盾的重要表现 。

四 、 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妥协和改革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 ， 这些国家对国际经济治理机制进行改革的呼

声越来越高 ，
全球金融危机更是凸显 了对 目前国际经济治理机制进行改革的紧迫

性 。 针对这
一

问题的全球性激烈讨论 ， 迫使国际经济治理机制进行了一些带有妥

协性质的改革 。

新兴经济体在 ＩＭＦ 中的代表权的提升 。 自 1 9 4 5年 ＭＦ 成立以来 ， 发展中国

家在ＭＦ 中的份额并没有根据其在全球经济中实力的提升而提升 ，
它们在 ＩＭＦ

的地位被严重低估 ， 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只占 3 6％
， 而传统的西方七国集团的

份额占 比
一直在 4 5％ 以上

。 增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 国家的话语权 ， 逐渐成为

—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

2 0 0 8年 ，
ＩＭＦ 达成了关于改革其国家代表性的一揽子方案 ， 并开始生效。

在 Ｇ 2 0 的呼吁下 ，
ＩＭＦ 成员 国又在 2 0 1 0年通过了另

一

个治理机制改革
一

揽子方

案 ， 该方案生效后 ， 将有总共 9％ 的份额比重转移至有活力 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

国家 。 根据新的改革方案 ，
ＩＭＦ将在 2 0 1 2年之前向包括新兴国家在内的代表权

不足的 国家转移超过 6 ％ 的份额 ， 中国的投票权从 3 ．
6 5％ 升至 6

． 0 7％ ， 位列美、

日之后 ，
印度的投票权从 1 ． 8 8％ 升至 2 ． 6 3％

，
巴西的投票权从 1 ． 3 8％ 升至 2 ． 2 2％

，

印度和巴西将继中 国和俄罗斯之后 ， 跻身 ＩＭＦ 十大股东之列 。 其他新兴市场国

家的份额也将增加 。 正如施特劳斯 － 卡恩所说 ，

“

这意味着我们的十大股东将真

正是现今世界上的前十位国家 ， 即美国 、 日本 、 欧洲的四个主要国家以及
‘

金砖

四 国
’ ”

。

2

同时 ， 欧洲国家将在 ＩＭＦ 执行董事会让出两个席位 ，
提髙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 这是 ＩＭＦ 成立 6 5年来最重要的治理机制改革方案 ， 也是

针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最大份额转移方案 。

1 该讨论参见朱杰进 ：

“

非正式性与 Ｇ 2 0机制未来发展
”

， 载 《现代国际关系 》 ，
2 0 1 1 年第 2 期 ， 第 4 1

一

4 6页 ； 方晋 ：

“

Ｇ 2 0机制化建设与议题设置
”

， 载 《 国际展望 ＞
，

2 0 1 0 年第 3 期 ， 第 1 9
一

2 6 页。

2 
“

增强基金组织合法性的重要里程碑亊件
”

， 载 《基金组织概览 》 网络版 ，

2 0 1 1 年 3 月 3 曰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ｉｍ ｆ．ｏ ｒ
ｇ
／ｅｘｔｅｒｎａ ｌ／ｃｈ ｉ ｎｅｓｅ／ｐｕｂｓ／ｆｔ／ｓｕｒｖｅｙ／ｓｏ／ 2 0 1 1 ／ＮＥＷ 0 3 0 3 1 1 Ａｃ．ｐｄｆ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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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国 际战略评论 2 0 1 1ＢＩＢｌＬｌｌＢｆｉａｉｉｒｏｍｉＳＩ＾ＦｆｔＴＯＢｇａ
ｉ
—

新兴经济体在不同议题领域的国际治理机制 中 ，
为维护 自身的国家利益和国

际地位 ， 开展了灵活有效的合作形式 。 例如 ， 中国 、 印度 、 巴西 、 南非 2 0 0 9年

组成的
“

基础四国
”

，
已成为新兴经济体 、 甚至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

国际应对气候变化领域进行博弈的
“

主心骨
”

。 四国之间在内部深入沟通协调 ，

对外则争取用
“
一个声音说话＇ 在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和坎昆会议上

积极发声 ， 彰显出新兴国家群体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重要分量与建设性作用 。

1

新兴经济体在多边贸易体制谈判 、 气候变化 、 能源 、 粮食安全等领域逐渐开始合

作 ， 并发出了 自 己的声音 。

Ｇ 2 0 取代 Ｇ 8成为 国 际经济合作与协调的首要平台 。 2 0 0 9 年 9 月 2 5 日 ，
Ｇ 2 0

领导人在美国匹兹堡发表联合声明 ， 宣布 Ｇ 2 0将取代 Ｇ 8 成为 国际经济合作与协

调的首要平台 。 接着 ，
Ｇ 2 0又召开了多次财长会议和首脑峰会 ， 对目前全球经济

中的重要议题进行了讨论 ， 并逐渐使得 Ｇ 2 0这
一

框架机制化 。 虽然关于 Ｇ 2 0 的

机制化和议题设置仍然存在很多争论 ， 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受到 Ｇ 8成员国尤其是

美国主导作用的影响 ， 但是 Ｇ 2 0 取代 Ｇ 8 确实扩展了新兴经济体广泛参与全球经

济治理的权利 ， 为发达国家同新兴经济体开展宏观政策协调提供了一个平台 。

新兴经济体倡导的金融监管改革取得了
一些实质性的成效 。 2 0 0 9年 6 月 2 7

日 ， 根据 Ｇ 2 0 峰会决议设立的全球金融稳定委员会 （ Ｆｉｎａｎｃ ｉａｌＳ ｔａｂ ｉ ｌｉｔｙ
Ｂ ｏａｒｄ ） 正

式取代原来松散的金融稳定论坛 ，
以采取更切实的措施稳定全球金融 。 人们预计

金融稳定委员会将起到一个类似全球央行的作用 ， 评估和防范全球系统性金融风

险 。 从金融稳定论坛到金融稳定委员会 ， 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 ，

这些国家从之前防范全球金融风险的旁观者变为直接参与者 ，
对于通过推动全球

金融复苏和维护全球金融长期稳定 ， 保护这些国家 自身利益有重要意义 。 金融稳

定委员会将加强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的监管 。 这次监管重点关注拥有全球业

务的大型银行 ， 剔除那些业务重点在国内 、 算不上业内跨境巨头的银行 。 这一举

措对于那些主要在国内从事业务的新兴经济体的银行是有利的 。 同时 ， 首尔 Ｇ 2 0

峰会上正式批准了 《 巴塞尔协议 ＩＤ 》 ，
该协议的决议将银行

“

核心
”
一级资本充

足率的有效下限提高到 7％ ， 这是之前协议规定的 3倍以上 。

结 语

过去 2 0 年间 ， 新兴经济体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化 ， 实现了在全球经济中的群

体性崛起。 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崛起 ， 这些国家改变 自身在全球经济治理

机制 中不公平地位的愿望 日益强烈 。 2 0 0 8 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 ， 迫使人们反

1
“

新兴经济体加快改变世界格局
”

， 中 华人民 共和 国财政部 国际财讯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ｍｏｆ ．

ｇ
ｏｖ ．ｃｎ／

ｚｈｅｎｇｗｕｘｉｎｘｉ ／ｇｕｏｊ

ｉ

ｊ

ｉｅ
ｊ

ｉａｎ／ 2 0 1 1 0 2 ／ｔ 2 0 1 1 0 2 1 7＿ 4 5 3 9 7 0 ．
ｈｔｍｌ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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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现有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弊端 。 不同的经济复苏步伐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

家间相互依存关系的深人发展 ， 都使开展充分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 创造
一

个

更有利于全球经济中多数行为体广泛参与和有效行动的新合作平台变得更加紧

迫 。 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 ， 使得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成为一种全球共

ｉＲ和必然趋势 。

但是 ， 各个国家对于就全球经济中的哪些议题进行讨论 、 如何对全球治理机

制进行重塑 ，
以及改革的方向是什么等问题仍旧存在着很多争论 。 虽然新兴经济

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力量上升使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作出一些妥协 ， 与新兴力量分享
一

些其固有的国际经济治理权力 ， 尤其体现在ＭＦ 份额改革和 Ｇ 2 0作为全球经

济协调与合作的新平台的兴起 。 但是这些改革并未改变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结构

性特征 ， 很多改革倡议在各国的争论中举步维艰 。

Ｇ 2 0 的机制化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一个方向 ， 但是我们也

必须审慎地看待这一发展 。 Ｇ 2 0 只是在旧有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并没有退去和改变

的情况下 ， 增加的一个新的全球协调合作平台 。

一方面 ，
Ｇ 2 0 机制化本身会面临

很多困难 ；
另一方面 ， 即使 Ｇ2 0完成了机制化 ， 它能否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基本

框架 ，
以及如何处理它与 Ｇ 8 、 ＩＭＦ 和世界银行等机制的关系 ， 仍将是个未知数。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及其为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注人的新活力 ， 将给全球政治经

济格局带来长远的影响。 Ｇ 2 0 的机制化只是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
一个方面 ， 在西

方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 的主宰地位动摇的情况下 ， 加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

国家 ， 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宏观政策协调 ， 强化全球治理权威的合

法性 ， 解决国家权威的流散带来的
“

无治理
”

或
“

弱治理
”

状态
，
并在全球经济

治理改革进程中纳人跨国公司 、 全球性金融机构 、 各种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 ， 都

将是未来全球经济治理转变的新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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