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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的全球性问题对既有的治理体系构成巨大挑战，构建国际治理新格局，探索新的治理

规则、机制和方式已迫在眉睫． 结合全球治理的发展态势与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基于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十四五”发展战略优先领域“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科学规

律”专家会议的研讨，研究指出全球治理的核心范畴与战略需求，系统梳理了国际新格局下全

球治理的研究框架与典型科学问题，总结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１）全球治理体系的转型，２）关

键领域全球治理范式的形成和演变规律，３）全球治理参与机制的基础理论，４）全球治理的规

则、技术与工具体系，５）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互动这五大重要研究方向，为今后的学术

研究提供方向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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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基本概念、 科学意义与国家战略
需求

全球治理旨在由各个国家对事关人类发展的

全球事务采取集体行动的体制和行为． 具体而言，
全球治理指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的不同类

型主体，为了应对超越国家范畴的问题与挑战，建
立起的多层次规则体系［１］，以及为了实施规则而

进行的具有跨国影响力的行动总和［２］ ． 在全球百

年变局的背景下，全球治理已受到包括大国博弈、
机制复合体演进等多种力量的交织作用与共同塑

造，呈现出治理赤字进一步凸显、大国竞争进一步

升级、新兴跨国组织影响扩大等动态趋势与

特征［３］ ．

新冠疫情的爆发，加剧了国际格局的重构，探
索新的治理规则、机制和方式已迫在眉睫［４］ ． 在
国际格局变革过程中，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

一员，不仅需要推进自身国家治理现代化，也需要

在关键领域积极参与和引导全球治理体系及其机

制塑造［５］ ．
全球治理研究涵盖基础理论、具体议题、治理

主体、规则体系、治理过程等多层次问题． 从管理

学科视角出发，全球治理的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但

不限于：第一，全球治理基础理论研究；第二，全球

治理具体议题研究，例如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安全

治理、全球环境治理、全球科技治理、全球卫生治

理、全球能源治理等；第三，多元全球治理主体研

究，包括国家、区域组织、政府间国际组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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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社交媒体以及个人等在全球事务中

的角色及其相互关系；第四，全球治理机制研究，
既包括以国家为单位的传统国际治理机制，也包

括全球公私合作治理、私人部门治理、多部门协同

治理等诸多新型治理机制；第五，全球治理过程研

究，包括议题塑造、规范建立、标准设定、治理行动

的实施与调整、治理有效性评估等；第六，中国在

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理念与策略研究及全球治理

与中国治理的互动关系．
通过深入开展全球治理的研究，可以为建立

具有包容性和共享性的全球治理格局提供理论基

础，有助于在全球市场失灵及传统治理机制失灵

时有效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治理工具，形成协调

合作与资源要素高效配置机制，完善治理规则体

系并达成治理共识，为诸多关键领域和议题的全

球治理方式提出重要思路。

１　 国际发展态势和我国发展优势

１． １　 国际发展态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改
革全球治理机制，加强国际协调，成为国际社会的

共同议题，引发了国家以及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从治理主体角度来看，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凭借自

身的组合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与参与国际产业

分工［６］，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日益重要的力

量． 在经济实力提升的同时，这些新兴大国也开始

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７］ ． 例如，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

中大国，印度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在不断增加．
２０１７ 年联合国大会，印度时任外交部部长苏什

马·斯瓦拉杰强调将参与联合国反恐行动放在优

先地位；２０１８ 年，印度总理莫迪在约翰内斯堡金

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期间，提出了包括联合国

（ＵＮ）、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和其他国际组织在内的机构改革提议，促

进全球经济治理朝着全面、包容、平衡的方向发

展，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公正性、均衡性发展．
同时，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区域性治理平台和组织

显著增加，区域性治理成为新形势． 比如，在全球

经济治理领域，二十国集团峰会已经成为公认的

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

着重要的顶层设计作用②． 此外，发达国家仍然在

全球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 例如，２０１５ 年，法
国出台《反恐怖主义融资》，倡导多边主义方式防

控国际恐怖主义威胁，更好地发挥引领区域防务

合作和维护全球安全的大国角色［８］ ．
从全球治理议题角度来看，随着全球化的不

断深入发展，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转变以及人口资

源环境矛盾的日益凸显，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

战进一步增多，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全球性议

题显著增加，如完善全球资源要素配置的机制与

应对全球价值链贸易中的国际风险传导问题等内

容［９］ ． 同时，当前的全球热点治理议题还包括一

些突发性的、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重大事件，如

２００９ 年开始的欧债危机、２０１１ 年以来西亚北非地

区的持续动荡、２０１３ 年以来的英国脱欧以及

２０２０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等［１０，１１］ ． 截止到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４ 日，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波及全球 ２１１ 个国家

和地区，海外累计确诊人数达到 ３４８． ４ 万人，为中

国累计确诊人数 ８． ４ 万人的 ４１． ５ 倍，并且海外确

诊人数还在继续快速增加［１２］ ． 这不仅是一场波及

全球的健康危机，而且正在演变成一场经济危机，
并对全球治理构成挑战．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份发布的预测，２０２０ 年美国经济可能

下滑 ８． ０％，欧元区 ２０２０ 年经济下滑 １０． ２％，全
球经济将下滑 ４． ９％③． 面对全球性重大公共威

胁，人们将产生更大的群体认同感［１３］，各国携手

抗击疫情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１４］ ．
从学术研究方面看，近年来，以全球治理为主

题的研究逐渐为国际学者所重视． 在 Ｇｏｏｇ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 以 “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为关键词， 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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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起至今的学术论文就有 ５９ ３００ 篇④． 据不

完全统计，近五年在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
ｖｉｅ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等国际权

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相关论文有二十余篇． 例如，
Ｋｅｈｏｅ 等发表在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的文

章研究了全球失衡对美国国内生产与就业部门的

结构性变化［１１］，Ｃｏｌａｎｔｏｎｅ 和 Ｓｔａｎｉｇ 发表在 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的文章考察了全球竞

争力对英国脱欧决策的影响［１０］， Ｏｒ 和 Ａｒａｎｄａ⁃
Ｊａｎ 发表的文章则研究了金融危机以来国家和非

国家主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动态过程，讨论了二者

的能动作用［１５］ ． 同时，一些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

关注到“全球治理”及相关议题． 例如 ２０２０ 年，公
共政策分析与管理学会（ＡＰＰＡＭ）召开以“公共卫

生政策的新视角”为主题的国际会议，基于新冠

肺炎疫情，围绕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等主

题来展开全球范围内的政策研究；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国际行动理事会第 ３５ 届年会，以“全球治理：时
代所需，当下之要”为主题⑤，来自世界 ２０ 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政界领导人共同探讨解决人类当前面

临的重大全球性问题；２０１９ 年，中法全球治理论

坛（Ｃｈｉｎａ⁃Ｆｒａｎｃ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ｕｍ：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围绕

“‘一带一路’与互联互通” “多边主义与全球治

理”“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等议题进行研讨，
并达成了广泛共识⑥．
１． ２　 我国发展优势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一直是全球治

理的积极参与者与践行者． ２０１３ 年，习近平总书

记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为国内需要和国际形势“两
个大局”的发展提供了外交新方针，彰显了中国

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态度与行

动［１６］ ． 自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六年多以来，中国

已经同 １３６ 个国家和 ３０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１９５ 份政府间合作协议［１７］ ． 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显

示，“一带一路”倡议将使相关国家 ７６０ 万人摆脱

极端贫困、３ ２００ 万人摆脱中度贫困，参与国贸易

增长 ２． ８％至 ９． ７％、全球贸易增长 １． ７％至

６ ２％、全球收入将增加 ０． ７％至 ２． ９％⑦．
从全球治理理念角度来看，我国深入分析国

际形势的演变规律，顺应互联互通的世界大势，不
断提出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对全球治理方案做出

新的探索．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打造“人类命运

共同体” 理念⑧， 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
２０１７ 年，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 ５５ 届会议协

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
决议，“呼吁国际社会本着合作共赢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加强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

支持，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联合国

的决议． ２０１５ 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

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举行的第二十七次集体学

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

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

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

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

治理理念． ２０１６ 年，习总书记在 Ｇ２０ 杭州峰会上

提出把创新作为核心成果，把发展议题置于全球

宏观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

系走向公平、合理、有效和包容的发展道路．
当前，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努力形成

全球资源要素强大引力场，加快培育参与国际合

作和竞争新优势． 例如，在参与和引导全球创新治

理方面，通过扩大开放与国际合作网络，优化合作

服务与环境，在科技前沿同国际同行竞争合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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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进地区间创新要素协同及全球创新要素循

环，吸引更多人才与资源，提升使用全球创新资源

能力． 我国在畅通国内经济循环的过程中，也在加

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吸收了高新科技成果的新

基建在短期可以刺激和拉动投资，在中长期可以

提高生产率和增加供给，在长期可以为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新动能，适应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

产业变革下经济发展新要求［１８］ ．
从学术研究方面来看，全球治理的相关研究

已经受到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 在“百度学术”上
简单地用论文标题中包含“全球治理”的搜索策

略，２０１６ 年 ～ ２０２０ 年期间仅被 ＣＳＳＣＩ 和 ＣＳＣＤ 数

据库收录的公开发表的论文就有 ２４６ 篇⑨． 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平台上简单以“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为主题检索发现，最近五年内中国大陆学术机构

发表的国际学术论文共有 ２８３ 篇，位居同期全球

各个国家和地区同类论文数量第 １５ 位． 同时，
国内召开的学术会议也相当程度地以“全球治

理”作为大会主题或会议名称（如 ２０１８ 年４ 月，
“十九大的世界影响与意义：中国方案与全球治

理”；２０１８ 年 ８ 月，“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中国理

念中国话语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
２０２０ 年１ 月，“全球治理：跨文化交流与价值共

识”等）． 我国学者也在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卫生

治理、全球环境治理、全球创新治理等诸多关键领

域开展了大量研究，为全球治理的众多具体议题提

供了重要理论阐释和实证依据。 这些都为全球治理

的相关研究奠定了知识、技术等方面的重要基础．

２　 主要研究方向

在全球治理的研究领域，基于上述的研究内

容与发展态势，在“十四五”时期，可以围绕全球

治理的体系、关键领域治理议题、治理主体、治理

规则与工具、治理机制与过程、中国国家治理与全

球治理的互动等内容开展研究和探讨，具体研究

方向和典型科学问题举例如下：
２． １　 全球治理体系的转型

全球治理体系得益于一个以规则、制度为核

心的国际组织体系，而大国间的合作协调与多边

整合为这一体系的稳定之锚［１９］ ． 然而，这一多边

合作主义格局正面临着巨变与转型：部分西方国

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弱化，而国际体系原

主导国“退群”更为这一体系投下变数． 与此同

时，世界范围内反建制主义、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

冲击着全球政经秩序，个别西方大国的新孤立主

义挑战着共治架构． 从宏观国际环境来看，西方实

力的相对衰弱与新兴市场国家集团的崛起都在改

变着国际权力格局，旧有的国际体系正经历着根

本性的变化，新的全球治理“稳定态”尚未成型，
“脱序”与“失范”成为当前国际体系的新特征． 在
此背景下，需要深刻把握全球治理体系转型的规

律，分析该体系面临的多边冲突与挑战，从而对这

一剧变中的全球治理体系展开精准的探索性研

究． 特别需要指出，需要从运作机制、运行规律及

基础理论角度来研究这一变迁中的全球治理体

系，从而可以对未来新全球治理体系的性质及运

行规律做出精准把握，以有效维护我国在全球新

治理体系中的利益格局．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１）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合

作、竞争与冲突机制研究；２）全球化中的北方与

南方、西方与东方力量对比变化及国际新格局；
３）国际组织的新领导力研究；４）国际间政府组织

体系的重构；５）大国竞争、竞合对于全球治理体

系影响的研究；６）世界主要国家如果出现“脱钩”
会对全球治理产生的影响研究；７）对于新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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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网络检索数据．
“十九大的世界影响与意义———‘中国方案’与全球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ｓｓｎ． ｃｎ ／ ｍｋｓｚｙ ／ ｍｋｓｚｙ＿ｘｋｚｘ ／ ２０１８０４ ／ ｔ２０１８０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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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例如金砖五国）新创国际间组织及超国家协

调形式融入全球治理的研究；８）对于“逆全球化”
“慢全球化”的可能性趋势预测及前瞻研究；９）面
对如果部分西方国家重构“排他性全球体系”的

应对策略研究．
２． ２　 关键领域全球治理范式的形成和演变规律

当前，我国正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环境、卫生

和科技等关键领域的全球治理，推动联合国 ２０３０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这些领域的全球治理范

式———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机制间相互关系

及其整体治理结构等，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均

发生了重大变化［２０］ ． 尤其是面对当前国际政治经

济局势动荡、突发性全球事件频频爆发、第四次工

业革命国际新兴技术竞争等诸多外界冲击，对很

多领域的全球治理范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因此，
深入研究关键领域全球治理范式的形成和演变规

律，将有助于对其发展趋势进行科学预判，从而为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引导相关治理体系

的健康发展，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研

究支撑． 值得强调的是，全球治理范式演变研究是

全球治理学界的前沿阵地，目前除了国际关系、国
际政治等学科开展的研究，从管理学视角进行研

究可 以 开 辟 新 的 视 野， 有 重 大 优 势 和 充 足

空间［２１］ ．
未来开展研究的具体科学问题可以包括：１）

不同全球治理范式的衡量标准；２）影响全球治理

范式形成与演变的因素及其作用机制；３）不同领

域全球治理范式的差异化演变模式［２２］；４）外界冲

击对各类全球治理主体行为选择的影响机制；５）
各类全球治理机制的形成和发展规律等．
２． ３　 全球治理参与机制的基础理论

全球治理的参与主体包括个人、公私营组织

和国家，治理结构由全球公私合作治理、私人部门

治理、多部门协同治理等构成，参与途径有临时介

入、遵循组织程序、国家间协商等，参与目的有自

利、互利、公益、慈善等． 据此，全球治理参与机制

在基础理论方面，不仅要系统研究参与者的主体

定位，诸如全球公民、全球组织及其运作、国家的

全球行为；也要对全球范围内各种组织的交互关

系、国家间关系及其变动、全球合作与冲突机理加

以阐明［２３］；还要对全球治理参与的利益驱动与非

利益驱动机制进行深入比较分析． 相关基础研究

由全球治理参与主体理论、运作理论与目的理论

构成．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１）全球治理参与机制的

主体与客体关系；２）全球治理参与机制的制度安

排；３）全球市场失灵情况下公共产品的提供机

制；４）全球治理参与者的差异取向、协商机制与

兜底原则；５）全球治理参与的利益与公益分配机

制；６）全球治理中的机制复合体．
２． ４　 全球治理的规则、技术与工具体系

当前，全球化遭遇重大挫折，原有的全球治理

秩序不可持续，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面临前所未有

的挑战和机遇． 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规则

体系的变革与重建，健全全球治理的技术与工具

体系，促进全球治理效能与效率，加快形成有利于

中国发展的全球公共行政与政策体系． 通过研究

全球治理的规则、技术与工具体系的迭代升级，探
讨全球治理具体运行机制、过程与模式，揭示国家

和非国家行为体的风险收益判断的规律，发现在

利益冲突、价值分化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交易

成本和集体行动规律，可以为建立具有确定性、一
致性和可执行性的全球规则体系提供理论支持．
从公共管理角度出发分析全球治理中的规则、技
术和工具，有助于在运行机制和实施层面发现解

决全球事务的科学机制［２４］ ．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１）全球治理规则体系演

化的规律与动力探索；２）全球治理技术体系的升

级与变迁规律；３）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治理

机制；４）全球治理工具体系的创新与实现机制；
５）数字全球治理对国际制度和组织的重构和创

新；６）全球治理规则体系变迁的触发（如新冠疫

情）、巩固和稳定机制；７）中国公共政策与工具的

对外传播机制与效果；８）新兴经济体的规则话语

权和制定权；９）全球履约机制和纠纷仲裁机制

研究．
２． ５　 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互动

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是人类社会公共治理领

域最重要的两个方面． 在百年未有之变局下，全球

化与全球治理体系、模式与内容发生深刻变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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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中国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
并努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２５］ ．
全球治理一方面受制于国家治理的模式与能力，
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

程［２６］ ． 在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

机制变革的背景下，研究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

互动机制与规律，以及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

能力现代化如何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

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１）全球治理影响国家治

理的机制；２）国家治理能力影响全球治理结构与

体系的机制；３）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协调机

制；４）非国家行为体在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中的

角色与作用．

３　 结束语

随着世界格局的不断变化，新的全球性问题

和各种突发性事件将进一步冲击全球治理体系，
给世界各国带来巨大的挑战和机遇． 特别是如今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各地爆发，经济全球化遭遇

逆流，全球治理问题迎来诸多新命题． 当前，大国

博弈等多种力量交织，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

全球治理的贡献日益凸显，已有的全球治理体系

及其参与方式面临着调整和重塑． 因此，需要分析

和把握全球治理体系形成和演变的规律与发展趋

势． 对此深入探究，也需要管理科学、经济科学、国
际关系等领域的交叉融合．

结合全球治理的发展态势、全球治理实践及

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管理科学部“十四五”发展战略优先领域“全
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科学规律”专家会议的研

讨，研究指出全球治理的核心范畴与战略需求，系
统梳理了国际新格局下全球治理的研究框架． 研
究凝练和提出未来亟需关注和解决的重大科学问

题，总结出全球治理体系的转型、关键领域全球治

理范式的形成和演变规律、全球治理参与机制的

基础理论、全球治理的规则、技术与工具体系、中
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互动这五大重要研究方

向，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借鉴和方向性参考．

致谢：本研究是在张维教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管理科学部未来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组前

期调研的基础上完成的． 盛斌、贺灿飞、王孝松、
吴肖乐、宋培建、吴烨、黄祖辉等教授（排名不分

先后）参与了本领域研究方向及科学问题的讨论

并提出重要观点． 刘洁、徐晓轩、李妍、孟悄然等在

资料整理环节提供了支持． 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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