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变革中的世界秩序

分论坛八

进入 21 世纪之后，世界政治、经济和科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最为突出的变化表现在如下五个

方面：

1. 经济全球化及其悖论

围绕着经济全球化，国际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争论，争论的焦点

主要集中在：谁是全球化的真正受益者，谁又是全球化的受损者？全球

化是否可以延续？ 如果全球化可以延续，是否需要全球治理？如果需

要全球治理，需要推动什么样的全球治理？

2. 地区一体化及其困境

地区主义或区域化不仅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经济结构，同时也影响

了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战略。面对地区主义的种种表现形式，国际

社会也出现了种种争论：开放的地区主义与排他性的地区主义，哪个更

为有效？正式的制度建设和非正式的地区合作机制，哪个更为持久？地

区主义是全球化的垫脚石还是绊脚石？英国脱欧是否意味着欧洲一体化

衰退？

3. 美国霸权及其演变

冷战结束初期，美国成为唯一的全球性大国，但随之而来的三个

事件使得国际社会对美国霸权及其所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提出了质疑，

2001 年 9 月 11 日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使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安全结构

受到了挑战；2008 年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使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

经济秩序面临重大挑战；2017 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的对外

政策，这些政策无论是对多边秩序还是双边关系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

响。这些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美国霸权及其所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广泛

争论：美国霸权是否真的衰退？如果认为美国霸权衰退，是在某些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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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衰退还是“罗马式”的衰退？如果美国霸权衰退，如何重构新的

世界秩序？

4. 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

当前科技革命方兴未艾，蓬勃发展。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人工智能、

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等为代表的前沿技术发展迅速，人类正迎来工

业革命 4.0。科技革命正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和国际政治经

济格局。科技将如何影响和改变世界权力格局及世界秩序？

5. 中国方案及其影响

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2010 年中国最终取代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最为引人注目的是，2013 年 9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

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 2013

年 10 月访问东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时提出了共建“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倡议。之后，“一带一路”倡议，不但成为中国国内政府部

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力，而且也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讨论的议题。

2017 年 1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共同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并表示中国愿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提供“中国方案”。如何认识“一带一路”倡议对世界秩序的影响？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下，中国在哪些具体领域提出了“中

国方案”？ “中国方案”能否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综上，本分论坛将以世界秩序为主轴，深入探讨当今世界之巨变，

变在何处？因何而变？如何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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