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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对全球治理形成挑战 
  

俄乌冲突及其相关事态的不断扩大已对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且深远的影响。

俄乌冲突将世界许多国家卷入其中，已成为重塑国家间互动方式的关键节点。 

俄乌冲突将对全球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全球治理之所以重要，在于当人类面

临气候变化、疫情、供应链等全球性共同问题时，仅凭一国之力难以有效解决，

必须沟通协调，共同应对。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很多国家的不安全感陡然上升。

冷战之后，国际社会普遍推崇相互合作创造共同利益，而俄乌冲突或将使强调安

全与地缘政治的保守主义思想卷土重来。观念的改变将导致国家行为的变化，从

而使国家无法全心投入集体合作之中，在各种资源利用的倾向性上发生变化。譬

如国家在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承诺上表现迟疑，在面临全球治理问题时更难形成共

识、有效合作。 

 
 * 黄宇韬，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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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已有治理问题更加棘手  

首先，气候治理恐面临成效下降的局面，由此将引发更为严峻的生态环境问

题。在过去 50 年中，全球已发生超过 1.1 万起由气候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致

使 200 万人丧生，经济损失高达 3.6 万亿美元。即便各国严格大幅度减少碳排放，

全球气温也很可能在未来 30 年内平均升高达 1.5℃。今年 3 月，南北两极地区均

出现极端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超出往年同期平均水平三四十摄氏度。面对气

候治理的严峻性，国际社会携手签订《巴黎协议》等公约，主要大国结合自身情

况制定了减排计划。然而，当国家将重心聚焦于如何调动资源以发展军事实力、

解决安全困境之时，能否如约兑现减排等承诺将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其次，供应链治理问题更加难以解决。持续三年的新冠疫情已经对全球供应

链产生不小的冲击，俄乌冲突爆发后美西方对俄罗斯采取的一系列经济制裁措施

将加大全球供应链断裂的风险。为了规避这一风险，各国紧急调整紧缺物品的进

口，对部分工业产品、大宗商品进出口实施限制，这反过来更加剧了全球生产网

络紊乱。与此同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润滑剂功能的跨国公司呈现出更加保

守的倾向。因俄乌冲突持续而宣布暂停在俄业务的大型公司已涵盖了能源、航空、

科技、娱乐等多个领域。在现实政治面前，跨国公司也开始站队，选择牺牲商业

利益、服从政治意识。如何协调国家与非国家单位共同解决全球经济治理问题，

面临更大的挑战。 

引发一系列新兴治理问题  

俄乌冲突还引发了一系列新兴的治理问题，使全球治理的局面更加复杂。 

首先是安全议题重新走向前台。冷战以后，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世界各国

在和平的环境中享受到了经济相互依赖的增长红利。而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国家

军事化的趋势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出现，二战以来的国际安全格局存在被动摇的可

能。目前，德国已准备在政府预算中提升军费开支，日本也借机寻求“军事正常

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表现的姿态还会滋生世界其他地方潜在冲突的爆发。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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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在中东、中亚等地，或出现超预期军事冲突的可能。 

其次，如何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将成为金融治理的核心议题。美元的

全球循环有赖于其经常账户赤字与资本账户的盈余，其中主权国家银行在美存款、

购买美国国债成为美国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的主要方式。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

将金融工具武器化，对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金融制裁，使得美元体系的可靠性受

到质疑。美国的制裁行为，体现了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使用并非是没有代价的。

美国肆意冻结他国央行资产，将促使其他国家降低购买美国资产的意愿，长期下

去可能导致美元体系循环出现危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改革推动不畅的状

况下，全球金融治理将呈现更加激烈的国际博弈。 

再次，网络空间治理面临更大的挑战。网络战既包括了黑客的网络攻击，即

用代码攻击对方的系统，也包括了运用信息影响舆论与行为，从而满足自身的政

治利益。从这次美国对俄罗斯的网络攻击来看，美国至少运用网络工具完成了两

个目标：其一，通过干扰俄罗斯的政府网站，攻击其国防系统，增加了俄罗斯的

成本；其二，通过舆论战争干扰社会秩序，使俄罗斯面临道义上的指责，减少其

凝聚国内共识、争取国际支持的能力。网络空间具有权力集中性与分散性的共同

特点。集中性体现在美国拥有世界领先的网络能力，控制了主要的社交媒体平台，

能够塑造舆论；而分散性则是指每个人都是信息的接受者与传播者。网络空间的

这一特点使各国的舆论监管更加困难。俄乌冲突中体现出的社交媒体武器化的特

征，警示各国需要就网络空间治理出台更加明确的规范与法律。 

更加考验各国政府的决心  

全球治理不仅是为了创造更大的共同利益，即出自“利益推动”（benefit-

driven），也是为了减轻一些共同面临的威胁，即出自“危机推动”（crisis-driven）。

为了避免因为气候变化、供应链断裂、安全风险外溢、货币秩序崩坏、网络空间

混乱等全球性问题影响世界未来发展，各国只有携手合作，推动这些问题的有效

解决。然而，“危机推动”并非意味着只有当危机发生之时，各国才能走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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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预见性，恰恰就在于能够未雨绸缪，能够在问题的影响与危机走到最大化

之前，制定针对性措施加以解决。唯有如此，才能以最小的成本代价解决影响全

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尤其是俄乌冲突之后世界将面对保守现实主义的复

归，这时更需要主要大国保持决心，在关键问题上持续推动国家间的合作与共识。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需要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以在国际社会中发

挥榜样的作用。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加强国际人道援助，呼吁双方

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这正是负责任的大国应该展现的形象。面对俄乌冲突后

的全球治理难题，中国应积极推动国际合作，落实已有承诺，包括确保完成节能

减排的目标，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利用金砖合作平台、上合组织等

国际机制提供更好的国际公共产品等。在网络治理、货币体系改革等新兴领域，

中国需加强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要国际组织的合作，提出更具包容

性、可持续性的改革议案，推动国际社会对新兴重要议题的关注与讨论，为提升

全球治理功效贡献应有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