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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外交对策》的选题来源于全球化及全球治理已日益成为当今世界主题和国际
社会治理的一种实际需要，了解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是中国目前在国际舞台抗衡单边主义、霸权主义
和新帝国主义的现实选择。
《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外交对策》运用唯物辩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从对西方全球治理理论述评出发，考量了全球治理实践发展特点以及它对国际关系的影
响、对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利弊，肯定了欧盟是全球治理的主要推动者，比较了中国与欧盟、美国的
全球治理模式，明确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特殊视角和责任义务，立足于国内，放眼于全球，坚持发
展中国家的属性与定位，统筹协调好大国关系，打牢同发展中国家互信合作的基础，推进周边区域治
理，开展好公共外交，善用并倚重各种全球治理平台，推进全球治理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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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敖云波，1964年生，湖北京山人。
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法学博士。
现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外交哲学、国际关系研究。
著有“当前全球治理的态势及对策建议”、“西方全球治理的影响与我国的外交对策”、“全球治理
视阈下我国外交的应对方略”、“二十国集团的崛起与中国外交的对策”、《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
》、《市场经济与哲学》、《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等数篇论文和多部著作；主持北京市科研项目“
垒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对策”、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
与实践研究”等十余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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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一）问题的提出（二）研究意义二、国内外学者关于全球治理的研
究现状（一）国外学者关于全球治理的研究现状（二）国内学者关于中国与全球治理的研究现状三、
思维路径、结构框架和研究方法（一）思维路径（二）结构框架（三）研究方法四、研究的难点与创
新点第一章 全球治理理论述评一、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一）全球治理是应对全球化的一种
反应（二）全球治理的要义（三）相关概念的理论界定二、全球治理的要素与模式（一）全球治理的
要素（二）全球治理的模式及构建三、全球治理的基本主张与积极意义（一）全球治理的基本主张（
二）全球治理的积极意义四、全球治理的限度与弊端（一）全球治理的限度（二）全球治理的消极因
素与弊端第二章 全球治理的实践发展．一、全球治理实践的历史发展及当前特点（一）全球治理实践
的历史发展（二）当前全球治理的发展状况二、全球治理的困境与制约因素（一）全球治理的困境（
二）全球治理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三、实现全球治理的途径（一）“新复合多边主义”的方式（二）大
国合作协调方式（三）“和谐世界”的方式四、全球治理实践的影响与新变化（一）全球治理对国际
关系的影响（二）全球治理实践对中国的影响（三）跨国公司对主权国家的影响（四）2008年金融危
机后的新变化第三章 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一）低调的学习者、参
与者（二）适度的管理者、领导者（三）比较欧盟、美国的全球治理模式与视角一、和谐世界”——
全球治理的中国主张（一）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理念（二）全球治理与和谐世界的一致性三、中国尺
度——立足国内的全球治理（一）处理好“全球化”与“本土化”关系，促进跨国合作⋯⋯第四章 中
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外交对策结束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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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全球善治是对旧的全球政治秩序及其管理理念的一种批判和反思。
自从民族国家群诞生至今，国际社会一直遵循的是权力政治和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为了维护和扩展
各自的国家利益，国与国之间追逐的是权力之争，实力决定了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作用，“弱国
无外交”就是其一个侧影。
这种强权不具备真正的合法性，实行的是类似于国内政治中的“人治”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权力
的向度是从强国流向弱国，普通民众、公民社会、弱小国家没有参与和表达的渠道。
不符合“善治”要素。
为此，一些反思者和批判者提出了全球治理，希望彻底改变旧的全球秩序，建立新的全球秩序，而这
个新的秩序是全球治理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即善治。
第二，全球善治是对全球治理的完善。
善治的提出是为了克服治理的失效，作为过程来讲，善治指的是在治理过程中治理的有效性因素不断
增多，限度不断减少的过程；作为状态来讲，善治指的是治理在克服各种局限性和不足之后所达到的
一种完善程度。
全球治理不仅仅具备理想，它还应该是一个现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存在种种限度：如在主体方
面，国家主义的长期存在导致了国家尤其是强国依然是全球治理的主导性主体，而政府间国际组织和
公民社会的权威依然缺失；在价值追求方面，至今全球治理仍未形成统一的价值认识，各种带有狭隘
的民族和国家、集团色彩的价值观充斥其中；在规制方面，国际社会存在许多规制的盲区，而较为认
可的规制权威性不够，其所具有的法律责任和道德约束得不到相应的遵循。
导致了全球治理效率低下，为此，善治概念和理论的提出，是希望来完善或较为完善全球治理。
第三，全球善治表达了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望。
善即是指人的言行达到了同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需要的高度一致的结果，即拥有和谐的人际关系，人
们之间是一种互惠、互助、互爱的关系，所以历史上，人们都在追寻一种善的境界一一太阳城、乌托
邦、理想国、大同世界以及共产主义等等。
善是符合人类根本利益和历史发展规律的事物，全球善治就是指要符合全人类根本利益和历史发展规
律的全球性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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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外交对策》是当代中国学术文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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