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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先改变自己，再影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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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目前的情况看，金融危机不大可能动摇大国关系现有的基本态势。不过，金融危机对部分

大国双边关系会产生较大影响，但影响性质有所不同。中国的首要任务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中

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本身就是对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正逐步由美国蔓延至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

虽然此次金融危机是否是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尚有争论，但危机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

造成了严重冲击却是不争的事实，要求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呼声也逐步高涨。那么，金融危机能

否改变冷战后的大国实力对比?能否改变冷战后的大国关系格局?中国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国
际关系变化?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有助于我们理解金融危机的国际政治影响，更能帮助我们清醒
认识未来 5-10年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应有的外交思路。 
  美国“一超”地位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军事和经济实力优势尤为突出，国际格局呈现出

“一超多强”的总体特征。尽管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但并不会撼动美国的“一

超”地位，未来 5-10年美国的“一超”地位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一是欧盟国家和日本经济受危机拖累，与美国的经济实力差距不会明显缩小。欧盟委员会

2008 年秋季发布的经济预测报告就认为，金融危机已使欧洲经济陷入衰退，2009 年欧盟和欧元
区经济增速将降至 0.2%和 0.1%。在欧盟大国中，作为金融危机“重灾区”的英国在 2009年将出
现 1%的负增长，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将出现零增长。日本经济则进入衰退期。日本政府发布的
统计数据表明，扣除物价变动因素，2008年第三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较前一季度下滑 0.1%，
按年率计算则下降 0.4%。修订后的数据显示，2008 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季度
下降 0.9%，按年率计算降幅为 3.7%。日本经济和财政政策大臣与谢野馨公开表示，在世界经济
减速的大背景下，未来日本经济可能会继续下滑，并暗示 2009 财年日本经济可能出现负增长。
因此，即使美国经济呈现 1%的负增长，也基本能够维持对欧、日的经济实力优势。 
  二是受到危机影响较小的大国，如中国，其经济实力差距与美国较大，即使能够缩小差距，

依然无法成为与美国同一等量级的经济体。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经济受到的冲击相对而言较小，

有望在 2009年维持 8.5%至 9%左右的增长速度。假定此次金融危机持续 3年且中国经济能够保持
年均 9%的增速，同时美国经济在未来 3年保持 1%的负增长，那么到 2011年中国的 GDP也仅为
46301亿美元，而美国的 GDP仍可达 132670亿美元。中国与美国的经济规模仍存在数量级上的
差距。也就是说，按照最乐观的估计，金融危机可能使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差距缩小，但中国仍然

无法实质性改变美国经济的优势地位。 
  三是金融危机对大国的军事实力变化影响较小，美国军事领域的优势地位仍将延续。从目前

的情况看，应对战略威胁依然是影响世界大国军费开支变化的主要因素。受俄格战争的刺激，俄

罗斯 2009年的军费开支将增长 27%，达到 941亿美元，但这与美国 2009年 5154亿美元的国防
预算相比，差距仍非常明显。美国 2009 年的国防开支预计变化不大，主要原因是在阿富汗、伊
拉克以及其他地区反恐压力依然存在，这使得美国及北约的军费开支短期内不会明显减少。美国

国防部长盖茨公开表示，2009年美国国防开支将相对稳定，而不会有较大的削减。北约秘书长夏
侯雅伯也表示，尽管政府会因金融危机缩减开支，北约成员国还是需要提高军费预算。因此，短

期看，大国军事力量的对比也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美国在军事上的超强地位难以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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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一超”地位维持不变的同时，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可能会随着金融危

机的蔓延有所上升。中国经济影响力逐步上升主要得益于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相对较

小。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表示，中国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这使中国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强于其

他国家，也使中国具备在金融危机肆虐的时刻实行扩张性经济政策的条件，从而确保中国经济平

稳发展。因此，与其他大国经济进入衰退期相比，中国经济在未来 3年内仍可能保持 7%至 9%的
增长，极有可能在未来 3-5年内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美国软实力受到一定冲击 
  一国的软实力由其国际吸引力(国家模式吸引力+文化吸引力)、国际动员力(战略友好关系+国
际规则制定权)和国内动员力(对社会上层动员力+对社会下层动员力)三部分组成。从目前的情况
来看，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国家模式吸引力和国际规则的制定权构成一定冲击。 
  首先，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受到质疑。国家发展模式吸引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其带来的实际效果，所谓“成王败寇”效应。成效显著，模仿者的数量和坚定程度必然逐步

提升，反之，则无人问津或倒旗易帜，冷战后东欧国家集体转轨，放弃不断遭遇挫折的苏联社会

主义模式就是典型例证之一。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起因是美国次贷危机，而次贷危机的根源又在

于美国政府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过分相信市场的力量，放任金融衍生品监管。结果是，无

节制的市场力量导致相关衍生品泛滥蔓延，最终酿成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因此，作为金融危机

罪魁祸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遭到质疑，吸引力下降在所难免。 
  其次，金融危机削弱了美国主导现行国际金融体系规则的能力。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国家达

成了四点共识，即新的金融体系必须强化监管、风险评定、危机预防以及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等。此外，由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组成的“金砖四国”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首次财政部长

会议也呼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使之能够正确反映世界经济的新变化。尽管这些改革措施能否最

终落实尚难以预料，但是呼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规则的诉求逐步高涨，已经削弱了美国对金融领

域国际规则的掌控能力，这是冷战后美国从未面临的困难局面。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主要是相对于其鼎盛时期

而言的，并不意味着其他大国软实力的明显上升。首先，欧盟的发展模式并未显现明显优势。欧

盟国家引以为傲的联合模式，在应对金融危机时暴露出诸多弊端，最典型的就是主要大国如法德

各怀戒心而又相互拆台。此外，欧洲国家倡导的有管制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同样受到了金

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并未显现出明显的优势，能否取代美国体制尚难以定论。其次，中国的发展

模式暴露出不少问题。最突出的就是中国经济增长过分依靠海外市场的拉动，内部消费需求的作

用始终难以发挥应有作用。中国受到的危机冲击较小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虚拟部分比例较

小，这反映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阶段尚不能与发达国家同日而语。一旦美国经历危机后优化监管

模式，其发展阶段的优势将再次显现。再次，美国对金融体系的实际控制能力可能变化不大。主

要原因在于未来 3-5 年内难以出现取代美国位置的国家或经济体。唯一可能挑战美元地位的就是
欧元，但是其所依托的欧盟无论从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难以支撑欧元成为最核心的国际货

币。因此，至少从短期看，美国对金融体系规则的控制权力不会发生明显变化。 
  当前大国战略态势基本未变 
  冷战结束后，美国与日本和欧盟主要国家的军事同盟关系继续得到强化，而中国与俄罗斯则

在 1996 年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战略合作领域逐渐扩大，合作力度逐步提升。由此大体
形成了美欧日同盟与中俄合作的大国关系态势。从目前的情况看，金融危机不大可能动摇大国关

系现有的基本态势。 
  首先，金融危机基本不会动摇美国与其盟国的战略合作。自冷战以来，美国维持霸权地位的

主要基础就是强化其盟国体系。一方面，美国向北约国家、日本等盟国提供安全保护，其他国家

则在全球和地区战略问题上配合和追随美国政策，应对共同的战略威胁。因此，只要战略合作的

基础存在，美国的经济实力下降并不会影响美国的同盟体系。20 世纪 70 年代初，美国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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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结果只是提高了日本和西欧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并没有动

摇这些国家与美国的战略关系。 
  尽管冷战后苏联威胁消失，但是美国与盟国的合作模式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美日同盟不但

没有削弱，而且扩大了涉及的地理范围。美国的安全保护对于欧洲的地区稳定依然有着重要意义。

例如，20 世纪 90 年代，欧洲大国始终无法调停南斯拉夫内战，无力解决科索沃问题，最终还是
依靠美国强力介入才逐步稳定了局势。尽管“9·11”之后，美国同法德等欧洲盟友的关系曾一
度较为紧张，但近两年已明显改善。 
  其次，金融危机更不大可能危及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俄罗斯与中国在地区安全、能源合

作、打击民族分离主义等问题上的共同利益，不会因金融危机而削弱。相反，中俄在改革国际金

融体系上可能形成原则性合作，从而有助于深化双方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概而言之，金融危机

并没有动摇冷战后美欧日和中俄战略合作的基础，因此冷战后形成的大国关系格局不会发生剧烈

变化。 
  不过，金融危机对部分大国双边关系会产生较大影响，但影响性质有所不同。 
  首先，法美分歧将扩大。危机爆发后，法国高调主张要改革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希望

借助危机削弱美元，强化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法国总统萨科齐曾公开表示，要遏制肆无忌惮的

全球资本主义，建立一套监管新机制，限制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审查国际会计准则以及重新制

定汇率政策等。而美国前总统布什则强调，任何改革都必须保证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以及贸易和投

资的自由流动。如果法国坚持挑战美国的政策，法美有关国际货币体系主导权的竞争将会加剧。 
  其次，中欧可能出现分歧。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方向问题上，中法两国并不一致。中国希

望加大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体系的发言权，比如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而这些份额基本上

要挤占欧洲大国的现有份额。原因在于，法英等欧洲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所占的份额逐步缩小，美

国目前的国民生产总值则占世界 25%，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只有 19%。因此，发展中国
家要扩大份额必然导致法英等欧洲国家的份额下降。此外，法国可能会利用外交矛盾迫使中国支

持其改革金融体系的措施。法国总统萨科齐去年 12 月初坚持在波兰会见达赖就是较为明显的例
证。 
  再次，中日分歧可能有所缩小。一是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对美国出口将下降，对中国市场

的依赖程度将加大，这有助于双方关系的缓和。二是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推动日元地区主导地

位的努力会受到更多的牵制。一方面，日本要关注美元与欧元之争，防止美欧妥协导致日元的国

际地位受到明显削弱。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后，外汇储备较少的东盟国家更加支持原有的双边货

币互换协定，而不愿日本和韩国倡导的地区多边货币合作。随着日本推动日元地区主导地位的努

力放缓，中日两国在东亚合作重心上的分歧将有所缓和。 
  中国的战略选择:改善形象，承担相应责任 
  首先，保持经济增长，为化解可能的国际压力创造条件。面对此次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和学

界的普遍看法是，中国的首要任务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本身就是对维护

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中国出台的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新举措，是当前中

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最有效的办法。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能够保持本国的经济健康、持续、平

稳发展，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从历史经验看，中国保持经济增长有助于化解可能的政治、外

交压力。典型的例子是，20 世纪 90 年代初，正是由于中国坚持开放和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
为中国摆脱外交孤立创造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基础。因此，面对金融危机，中国如果能够保持较为

理想的经济发展速度，将会为缓解外交压力，改善外交环境创造良好的条件。 
  其次，承担与实力相适应的责任，为改善国际形象奠定基础。尽管金融危机没有改变美国的

“一超”地位，但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受到削弱，全球走出金融危机仅仅依

靠美国不大现实。中国如何发挥作用，为全球应对危机作出贡献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对于

世界的期待，中国既不能超越自身能力担当救世主，同时更应防止拒绝承担能力范围内的全球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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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否则，不但无助于全球走出危机进而连累中国经济，更关键的是将损害中国的战略信誉，为

中国影响相应国际制度规范的变化造成阻碍。因此，中国有必要借鉴 1998 年处理亚洲金融危机
的成功经验。当时，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同时为处境最为困难的泰国和印

尼提供了金融援助。这些负责任的政策措施使得东南亚国家中有关“中国威胁”的言论明显减少，

有效改善了中国的地区形象。 
  最后，注重人才培养，为国际规范改革积蓄力量。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增长，中国的国际影

响力将逐步扩大，在国际规范变革中的发言权将逐步增大，因此，如何把握好自身利益和国际规

范变革之间的平衡关系将成为中国外交面临的重大课题。要处理好这些关系，需要调整心态，以

积极的态度参与和面对国际规范的变革，更需要一大批既了解国内利益需求和能力条件，同时又

熟悉国际制度和规则的专业人才。否则，中国将难以制定出有效的政策措施，难以将能力优势有

效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影响力，而这些正是中国成为受尊重、有影响的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员所必

须具备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