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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里约+20 峰会结束后，评论文章已经很多。大部分作者表达了不满、失望的情绪，认为这是一
次失败的峰会，各国政府发表的最后宣言苍白无力。也有作者指出，本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

议折射了世界治理的危机。

世界治理的危机

我们做过的许多分析显示，作为民族国家政治代表的政府没有能力回应 21 世纪初人类在全球
范围内面临的深刻变化带来的挑战（这一巨大变化在上个世纪末就已经萌发）。……但重要的

是不能停留在本届峰会最后宣言的文本上。里约+20 峰会开启了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权力重新分
配的新阶段，这一进程是在 2008年金融危机后逐渐形成的。

多极世界的新轮廓

里约+20 峰会标志着我们乘坐的飞机进入了一个湍流区，以联合国为代表的驾驶员不知道如何
为飞机导航，又没有人能够替代他。各大集团，特别是以中国、巴西、印度为首的新兴国家满

足于系好安全带，等待飞机平稳后，继续实行它们的增长战略和社会政策，以维持其内部空间

的稳定。美国和欧洲因陷入其内部问题而无力去管世界的事情。

当政者和强权的无能，新行动者和社会运动的无力

问题是面对政治领导权的真空，社会运动、反全球化人士、愤怒者也提不出可行的替代办

法。……全球化新形势的特征之一是行动者和社会运动的多样化。我们面临的不可回避的历史

任务是在所有行动者之间建立超越目前分裂状态的联系机制，因为占统治地位的强权和资本主

义市场已经建立起了全球网络，并继续加强其在全球范围的统治。

世界治理始于地区，但不停留在地区

尽管许多问题——移民，流行病，气候变化，金融危机——的范围不断扩大，但是地区、地方

和地方民主仍然是我们建立新的治理架构的基础。然而在这个全球化加速的时代，金融、商

业、信息、人员的流通对地方的日常生活影响很大。因此，治理的变化必须在地方和世界层面

同时展开。在治理的这两个层面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



旧世界正在死去，新世界尚未诞生

面对这一情境，我们不能低估目前局势的严峻性。进入湍流区的飞机这一形象可以用来形容我

们业已开始的过渡期。引用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颇具洞察力的观点，我们可
以断言“旧世界正在死去，新世界尚未诞生，在这明暗交错之间，群魔浮现。”

重新思考民主

从过去继承来的国家机器，无论是行政权，还是立法权，都无法对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做出回

应，腐败常常渗入到私人企业和公共领域的管理之中。在大部分国家，阻隔公民社会与公共机

构的鸿沟达到了危险的深度。结果是现存的制度体系以及民主的概念本身也受到质疑，然而社

会运动和公民社会组织又解决不了社会权力的正当性这个核心问题。

重新思考国家

今天，国家扮演着一个矛盾的角色。首先，国家对内部治理空间的调节是必要的，但在世界层

面，它无力回应全球性的挑战。其次，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纷争不断，有必要使国家朝民主与有

效的治理方向发展。从中期和长期来看，曾在非殖民化阶段起过重要作用的国家现在已经开始

溶解，有必要思考国家形式的演变。

重新思考市场

有人坚持认为在国家无能为力或效率缺失的地方，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市场与有着制度框

架和既定目标的政治构建——国家——不同，它不过是一种机制。……就像政府一样，资本主

义市场也有制造权力、集权、成功者独揽并滥用权力的倾向。就像对政府一样，不能给市场开

空头支票，而是要对其进行控制和监督。

我们要什么样的世界社会？

在这个历史过渡阶段，我们在做任何体制和经济改革的建议之前都不能回避一个问题：我们要

什么样的世界社会？

只有重视和探讨各个文明的伦理基础，我们才能学习求同存异。一个生命和地球可持续的生态

文明的伦理基础有助于我们回答建立一个新的权力架构时遇到的问题：如何从现存的文明出发

建立普世性？治理的新原则应当超越国家疆界，让国家、企业和公民更尽所能，担负起个人和

集体对地球和人类的共同利益的责任。这些原则对集体行动的正当性，对尊重人权的公民性的

实践，对缓解地方、国家与世界的紧张状态提出了新的要求。

构建一个新的世界治理

20 年来，世界进入了一个长时间的过渡期，在此期间，危机接连不断，错综复杂。里约+20
峰会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 21 世纪初的历史中我们穿过的湍流区，我们有机会打开朝
向多元和协力的新文明的门窗。当然，未来是不可预见的，而且肯定不同于我们的想象。为了

闯过这个湍流区，我们必须迎击和战胜葛兰西所说的群魔，我们必须借助坚实的平台，走向未

来。这就是我们希望交到你们手中的思考文件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