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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正文 

  2012年6月3日，“全球挑战和亚太合作”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顾问年会在北京召开，

来自美国、德国、瑞典、印度、印度尼西亚、香港和北京等地的国研院顾问与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

教授向这批国际顾问汇报了过去一年的工作，强调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工作的三个特点，一是重视“整合”，即

在研究人员个体研究上强调团队和计划；二是突出“专业”，即在为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化建设服务上强调

专业重点，如世博会和地方官员国际化教育等；三是强调“理论”，即在为国家外交服务上重点在理论、理念和战

略的构建。国际顾问们高度评价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一年来的工作，并对如何进一步提升研究院科研的国际影响

力等方面提出了各自的真知灼见。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国际顾问与来自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联合国学会、中国世

贸组织研究会等在京专家学者以及本院研究人员一起，围绕全球挑战与国际体系建构、大选年与大国关系和亚太合

作进行了深入的战略性探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顾问委员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莅临会议并就中美关系

作主题发言。 

  与会代表指出，当前国际体系主要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第一，国际体系转型仍充满不确定性。有代表认为，

当前体系转型最大的特征是权势“扩散”。权势扩散不只发生在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也发生在国家与非国家

行为体之间，还发生在硬实力与软实力层面。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大国的行动意愿，不利于国际体系的转型。第

二，和平与安全挑战依然严峻。在传统的和平与安全威胁持续严峻的同时，安全概念正日益泛化，安全所涉行为体

也正日益多元，特别是人的安全正日益成为整个国际体系面临的重大迫切问题。第三，发展可持续性与全球治理的

挑战。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危机、粮食危机可能导致体系性崩溃，发展政策也面临着被安全化的可能，

这些挑战在未来可能继续并因新的危机而发生演变，对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重大挑战。最后，传统国际战略

思维面临着重大的更新挑战。主权原则正面临重大的人道主义危机的质疑，国家边界正日益松动，传统的均势逻辑

和现实主义思维应以大国协调原则替代，但军事干涉只能是最后选项。 

  尽管讨论的重点是全球目前面临的挑战，但与会者仍认为国际体系总体是可控的，机遇大于挑战，国际体系的

建构应注重以下五个问题。首先，联合国仍是最重要和最具国际合法性的全球性组织，应加强联合国改革，特别是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考虑到联合国成立后的国际格局变动以及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不确定性，可确立联合国安理会

改革的一个过渡方案：即遴选一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候选国名单，经地区和联合国两个层次的选举最终确定过渡性

增补常任理事国，定期进行重新选举。其次，在全球层面机制体制能力不足、单个国家无法独自应对全球性挑战的

情况下，应当强化地区合作机制的作用。可考虑建立联合国与各地区组织间的机制性联系渠道，确保地区组织在国

际体系转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面对国际经济体系的动荡，七国集团的经济霸权模式已经失效，应当强化二

十国集团的能力和机制建设，特别是应当建立二十国集团的代表性评估机制，对其成员身份定期予以评估甚至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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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成员。第四，提升新兴大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但也应在公正与效率之间取得平衡。最后，应当更多关

注全球化的社会政治后果，赋予人民更多的自由、尊严和参与权。对国际体系稳定性的追求不应等同于阻滞改革和

忽视地方和社会性需求。 

  2012年是个大选年，全球范围内共计有超过60个国家举行总统或国会选举，其重中之重是美国总统大选。与会

者认为，奥巴马与罗姆尼的竞争势均力敌，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美国经济表现及最高法院对医疗法案的裁决等，共

和党控制两院的可能性比较大。大国关系目前正向着更为平稳的方向发展，竞争与合作并存，各种力量重组正快速

发生。中国需要发展面向21世纪的大国关系框架，致力于与大国的合作，强化危机管理能力，发展与新兴大国的共

识。中美应当共同探讨至2030年左右的全球战略发展趋势，积极探讨在重点和热点地区的协调。中美领导人须拿出

40年前所表现出的智慧，再一次决定世界发展的方向。 

  随着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太”，地区局势正变得日益微妙。尽管美国内部对此存在分歧，且这一举动更多是

奥巴马战略的迟到的落实，但美国的举动仍远超出吸引媒体关注的程度，特别是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今年香格里

拉安全峰会上的讲话更是印证了人们对美国在中国周边建立“防火墙”的观念。有代表认为，美国的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议（TPP）事实上是在动摇东南亚地区一体化的努力。随着东盟经济共同体在2015年建成及随后的中日韩自贸

区建设，东亚地区有可能在2020年左右建成一个“东盟+3”的自贸区，再加上东亚地区的防长会议、东盟峰会等机

制，可能有助于约束中美对抗趋势。因此，要积极推进亚太地区包容性机制的发展，而不是迫使地区内国家在中美

之间选边站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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