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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发展是当代世界的重大主题，也是亚洲增进居民福祉的根本途径。
亚洲的发展以经济持续增长为驱动力，同时也包括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协调推进。
在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背景下，亚洲的发展不仅需要亚洲与其他区域进行良性互动，而且需要亚洲
各国对全球格局变动形成有效回应。
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已造成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并对亚洲的持续发展产生了明
显冲击。
危机影响的严重性和广泛性促使人们深刻反思此轮危机的成因，就本质而言，此次危机是全球不同经
济板块在贸易、金融等方面非均衡发展的衍生后果。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经济体（以美欧为代表）和新兴经济体（以中印为代表）的关联度日趋增
强，其关联方式为：发达经济体利用国际货币优势竭力发展金融业，而新兴经济体则利用要素禀赋优
势大力发展制造业。
以各自的增长模式为前提，发达经济体大量进口并形成贸易逆差，而新兴经济体大量出口并保持贸易
顺差；发达经济体因消费过度、货币流人而投资过度，而新兴经济体因储蓄过度、外汇盈余而出现资
金流出。
上述关联方式使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特征得以增强，但关联关系的非均衡性已蕴藏着危机爆发的基因
。
当发达经济体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债务过度膨胀与金融过度虚拟化同步发展时，全球经济非均衡的潜
在风险就会以金融危机的方式显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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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从经济角度看，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性使其成为迄今为止世界各经济体系所遭遇到的
最大的外部性问题。
外部性问题越大，搭便车的现象越严重。
所谓全球性，是指气候变化与传统的环境问题大都具有地域性不同，大气层的温室气体浓度则由地球
上的所有排放源所造成，单独行动无济于事。
与此同时，世界各地对大气层温室气体浓度的贡献以及受到的影响并不均等，无疑加剧了集体行动的
难度。
从国际政治角度看，气候问题强大的渗透性，导致各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不仅关心绝对收益，也
关心相对收益，从而限制了合作的深度，使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大国博弈非常激烈。
这种渗透性也同样使一国国内减排措施的落实困难重重，因为对很多国家来说，经济体制、生活方式
、城市规划等整个思维方式，甚至是政治制度，都须从根本上有所改变。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曾对中美两国面临的减排困难作过精彩分析：“拿美国人来说，过去两三百年来，
他们都生长在能源和天然资源充裕的环境里，有水、有木，能在郊外建大房子，开大汽车，穷人也以
汽车作为主要交通工具。
就算你有全世界最强的意愿。
也没办法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说服人们少用四分之一的汽油、煤炭、天然气。
政治领导人须决定这是他们所要做的，并开始作出改变，而不是如一名美国人对我说的，老是在用缓
兵之计。
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要他们为了气候变化而牺牲经济增长，也是非常困难的。
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民都想提升他们的生活素质、都想脱贫，你怎么可能阻止他们使用明明已摆在门口
的煤炭，而要他们以比煤炭贵五或十倍的费用去装置太阳能板或风车？
就算你从北京发出圣旨，有几个省会愿意听话？
这个代价是很大的，所以非常难做到。
”’所谓渗透性是指气候变化涉及环境、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领域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并对更广
泛的社会目标如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产生国际性和代际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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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亚洲国际关系的重构》为2010上海论坛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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