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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制造“政治碎片”

[ 作者 ] 阮宗泽 

[ 单位 ]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 摘要 ] 碎片化已经成为与全球化相并行的另一种影响国际政治的力量。全球化以消除障碍，推动以国际贸易、投资和国际化分工的发

展、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等为取向，打破了传统的地缘政治与经济的分割。但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却在不断地制造破裂和碎片，各种非正式

“俱乐部”方兴未艾，正在颠覆并重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前者一目了然，而后者却不易看清楚，因而往往为人们所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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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碎片化已经成为与全球化相并行的另一种影响国际政治的力量。全球化以消除障碍，推动以国际贸易、投资和国际化分工的发展、

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等为取向，打破了传统的地缘政治与经济的分割。但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却在不断地制造破裂和碎片，各种非正式“俱

乐部”方兴未艾，正在颠覆并重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前者一目了然，而后者却不易看清楚，因而往往为人们所忽视。颠覆并重构国际关

系近来，在国际政治景象中有两件事情颇值得关注：一是经历了五年之久的多哈回合谈判宣告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未能在农业和非农产品的市场准入方面达成妥协。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将提高中国、韩国、土耳其和墨西哥四国的出资比率，然

后在两年内调整其他国家的出资比率，以增大新兴力量在该机构中的发言权。一定意义上，二者均反映出国际政治中权力的分散化和平坦

化。与此相关联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类似于20国集团、90国集团等名目繁多的各种集团纷纷成立，使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出现

了错综复杂的组合。这一现象折射出在全球化大潮拍岸、高歌猛进之时，国际政治也出现了日益明显的碎片化趋势。碎片化是一体化空间

与多元化张力相互作用的衍生物品，它指国际政治中行为体的多元化、权力的分散化和平坦化。其主要表现为：一、各种政治经济类型的

组合和“俱乐部”日益增多。它们有不断切割国际政治的倾向。二、它们大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的非正式组合。它们间无论是合作还是冲

突，主要取决于它们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是否相似或矛盾。其关系是可塑的，并非一劳永逸的。三、这些碎片化和非正式化的组合，正在

形成包括多种机构和独立行为体参与的广泛联盟。各种各样的行为体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既协调又排斥。四、这些联盟或组合并不

像联合国那样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与合法性，它们往往关注的是相对狭窄或单一的议题，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批评。碎片化的特点国际政治

中的碎片化有下列几种特点：首先，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同时，跨界问题、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单凭一国的力量或单方力量均难以解

决。如国际性金融危机、全球性气候变化、移民问题、跨国犯罪、毒品走私和恐怖主义等，都需要全球性政策协调。全球化使政府、政府

间组织以及国际市场均不能独立有效地解决国际社会的福利、增长和现代化问题，因此需要呼唤各种各样不同的联盟或机制来应对这些挑

战。其次，国际关系的平坦性日益显现。它折射出国际关系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或霸权结构出现颓败，其结果是增加了多维权力的分散

性。而高科技和信息的扩散使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空前增加、各种跨国网络得到强化，它们与国际秩序中的霸权逻辑产生激烈碰撞，从而

使权力结构产生裂变，积聚效应放大。第三、国际政治的行为体更加多元，并相互竞争。国家之间的非正式的或准正式的结合比比皆是，

同时还成为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事务的一种委婉的表述。更为重要的是，当前存在的一些全球性体系安排，并不能充分反映后冷战时期

国际力量的消长变化，传统的公共政策模式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它们没有充分反映公共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变化。“全球治理赤

字”不断出现，其合法性和权威性也大打折扣，因而，多元制度安排亟待完善，以疏导或排解传统安全困境的压力。第四，国际政治的碎

片化一定意义上强化了竞争性安全关系。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转换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混乱状态。人们的安全感普遍缺失，不仅中小国

家、弱国有这样的感受，连大国、强国也不例外。正是出于对安全感的渴望和追求，各种力量在塑造对自己有利的未来上，展开了激烈的

竞争。未来挑战何在国际政治碎片化的进一步发展，意味着权力金字塔的日趋平坦，是全球性多边主义的新发展，有利于国际关系的民主

化。同时，它也使国际政治关系更加错综复杂。碎片化的出现，将使西方的“全球治理”论调得到进一步张扬。全球治理的目的，是要研

究建立某种全球体系、与新的国际合作机制相关的规则，以应对全球性挑战和解决跨界问题。其目的在于通过多层次、多行为体参与的机



制――包括政府之间的机制以及公共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来协调行动，防止全球体系内出现混乱和动荡。然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

进程中处于弱势。冷战时，它们成为两大集团争取的对象。进入后冷战时期，这种“战略价值”不再存在，发展中国家需要以更独立的身

份和姿态参与国际事务。而全球化的狂飙式推进，日益考验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适应能力。在此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联合自强倾向加

强，以便加强自身在与发达国家谈判中的地位，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近来，西方舆论越来越关注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

作用。比如，欧洲学术界现在关注中国、印度作为“亚洲驱动者”对全球治理的影响。他们认为中印崛起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如认为中

国与印度不仅是发展中国家，还是“非西方国家”，它们的崛起将改变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甚至人口分布的结构；中国模式对其他发展

中国家有不小的吸引力，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倒向中国，这可能会抵消西方国家在推行其外交战略时的努力；特别是中国仍然坚持传统

的主权观、国家观，这与西方倡导的“新主权”理念大相径庭等等。因此，中国应当认真研究国际政治碎片化可能带来的影响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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