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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酝酿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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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过去的2009年显得特别“热闹”，国际性的多边首脑会议尤其多。仅仅是金融危机和气候谈

判，就足以令人难忘这一年。 

  12月29日，外交部原副部长、上合组织首任秘书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张德广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发表了他的看法：2009年，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国关系进行新一轮调整，世

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正在酝酿变革。 

  《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是全球携手对抗金融危机的一年。目前，从数据来看，许多经济学

家预测金融危机已触及谷底。在您看来，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世界政坛与国际形势带来怎样

的影响？ 

  张德广：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对国际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重点表现在削弱了

美国及西方国家的综合国力，引发了对美国治理全球能力的挑战、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挑

战，以及对美元霸主地位的挑战。 

  金融危机也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严重损害，但并未逆转近几年来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经

济总量和人均GDP上与发达国家差距不断缩小的趋势。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

影响力扩大，从而加速了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调整和变化。 

  普遍认为，金融危机已见谷底，我也认同这种看法。但是，经济复苏尚需较长时间，有人认为

2013年世界经济或许能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一些发达国家正在积极谋划应对金融危机后可能出

现的问题，如防范通货膨胀、抢占新的经济增长点等。奥巴马政府重视开发新能源、发展低碳经济，

就是旨在确保美国对生产力新变革以及相关利益分配的主导权。 

  《中国经济周刊》：奥巴马在竞选中，就一再批判布什政府对外战略的方向性错误。那么，奥巴

马政府上台后，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做出了哪些具体调整？有西方媒体分析称，在奥巴马的统治下，美

国外交政策的特性更趋向软弱，而不是强硬，您对此有何评价？ 

  张德广：面对综合国力衰减、金融危机、新兴国家崛起以及布什政府留下的外交乱摊子，奥巴马

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整。最引人注目的是：放弃“全球反恐战争”的提法，将反恐重点

转移至阿富汗；强调使用“巧实力”；改变对气候变化和减排的态度；提出“无核世界”的主张；缓和与

过去敌对国家（叙利亚、伊朗、朝鲜、古巴、缅甸）的关系；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投入。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美国没有也不可能放弃领导世界、全球谋霸的战略目标。美国超级大国的地

位在相当长时期内还不会改变。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是策略和手法上的调整。奥巴马政府宣示的政策

不等于他实际执行的政策，许多漂亮话是不会兑现的。尽管如此，奥巴马政府的某些政策客观上有利

于国际局势的缓和与稳定。 

 

   奥巴马执政11个月来，在外交上成绩并不大，困难却不少。阿富汗局势最让他为难，伊朗也是他必

须认真对付的重点国家。所以，目前来看，大中东热点问题难以解决，仍将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占据重

要位置，美国“战略东移”计划也将因此受到牵制。 

  《中国经济周刊》：在21世纪头10年，发展中国家总体力量增强、南北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态势

越来越引人注目。特别是金融危机发生后，连西方人士都惊呼“世界进入了发展中国家投资的时代”。

您对这种发展态势有什么样的预测？ 

  张德广：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世界的30%，并以高于发达国家两倍以上的速度

增长；出口占世界总份额的40%；外汇储备占世界的75%。多方预测，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砖四国

经济实力的增强还将持续下去。这种趋势对美国的霸权地位以及国际秩序必然形成挑战。 

  当然，力量对比的变化要经过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看不到这种变化，当然不对；把量变夸大成

质变，则更为不妥。南北差距在缩减，但差距仍然巨大，不单是经济水平的差异，主要是发展阶段的

差别。多数发展中国家要想晋升到较高发展阶段，恐怕尚须一两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不过，尽

管如此，21世纪将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较快发展的历史时期，他们的逐步崛起，将是新世纪的重大历史

事件，势必会改变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 

  《中国经济周刊》：世界格局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又会有什么样的变革，

您能否具体阐释一下？ 

  张德广：2009年9月举行的20国集团匹兹堡金融峰会上，与会领导人一致同意将发展中国家在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至少增加5%，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至少增加3%。应当看到的是，调整的幅

度不算大，表明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注定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但这种调整的启动仍然意义重

大。 

  发达国家起初组成G8，企图决定世界大事，但力不从心。现在成立G20，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各占一半，显示国际格局正在变化。值得注意的是，有人议论构建G2、G3、G4。G2是指中美两国集

团，对此，温家宝总理已明确否定；G3是指中、美、日共管亚太地区，这会招来东盟以及其它亚太国

家的普遍反对；G4成员是美、中、日及欧盟，实际上是G8的变种，提升中国身价，将原G8成员俄罗

斯和加拿大甩开，欧洲国家压缩成欧盟，其它新兴国家被排斥在外，这势必制造新的矛盾和对立。目

前看来，G20比较为国际社会接受。 

  长久以来，西方的发展模式被奉为具有普世性的唯一模式。哪个国家偏离了它，就会遭到西方的

谴责和反对。现在，美欧模式遭到普遍质疑，而中国的发展道路引起关注。在我看来，国际社会对发

展模式的反思是影响深远的好事，反思的结果可能导致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有利于世界的发展和繁

荣。 

  《中国经济周刊》：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酝酿变革的当今世界，中国面临怎样的发展机遇和挑

 



战？ 

  张德广：奥巴马上台后，中美关系保持平稳发展，打破了以往美国总统上任后先制造两国关系紧

张，然后再回到相对平稳发展的怪圈。这是因为，经布什政府8年的折腾，美国国力明显衰减，外交

难题增多，奥巴马面临国内外诸多麻烦。 

  除了与美国的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又有新的发展，中日关系在鸠山出任首相后进一步回

暖，中欧关系也总体平稳。然而，我们应当看到，西方国家在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同时，仍在利用台

湾、西藏、新疆、人权等问题制造困难，牵制中国发展。他们将贸易反倾销矛头主要针对中国，并压

中国履行更多“国际责任”。 

  但总体来说，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明显增强，增强的趋势还会继续。亚太地区的重大事务缺不

了中国，世界大事的处理也离不开中国的参与。不仅美、欧、日发达国家重视对华关系，发展中国家

对中国的期望也在增强。目前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持续发展是有利的。 

 

     

  （张德广系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上合组织首任秘书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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