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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国维尝从中外关系视野下总结中国学术的三个时代，认为晚周诸子学说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中
古时期的佛学传入，为我国思想之受动时代，因宋儒调和，又兼带能动之性质；而今西洋思想东渐，
又有佛学所没有之强大物质力量相配合，中国思想之受动影响，不亚于中古时期，此受动如何转化为
能动，任务艰巨也。
此三个时代类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同样贴切，与梁任公所谓“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
世界之中国”三说，有异曲同工之处。
近代西人挟思想与物力，几横空出世于中国，中国传统天下观念迅疾天崩地裂，陵谷变易，殆失自尊
，不要说能动中达济天下，在受动中独顾其身，怕都没有回旋的空间。
大国非仅强大物力之谓，有组织世界之灿烂学术和思想也！
今日中国与世界正发生前所未有之互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借改革开放之雄风，我国国力蒸蒸曰
上，势不可挡。
然真正在相互交织的世界中，做到寓受动于能动，需有物力之配合，更得以思想和制度来组织世界，
以本领之。
要求得“本领”，非一门学科所能为，需要各个知识门类百花齐放，相互借力、接力、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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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八国集团与二十国集团已经成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机制，其作用不断增强，议题不断扩展，成员范围
不断扩大，所涉及的国家和跨政府网络也越来越广。
领导人峰会处于核心位置，同时协调人会议、部长级会议、任务组会议和专家组会议也在不断形成和
增多。
哈吉纳尔教授密切关注了这些机制架构的发展，并细致分析了八国集团体系与二十国集团产生的文献
以及新近解密的外交档案等。
    本书比较全面地探讨了：    ●七国集团与八国集团的起源、特征、成员、演进、角色、议程，与其
他国家、国际组织、市民社会、商业机构的关系；    ●有关七国集团、八国集团的主要争论；    ●各
种改革七国集团、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的建议；    ●对八国集团体系和二十国集团的文献进行了详
尽细致的收集、整理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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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加拿大）彼得·哈吉纳尔（Peter I.Hajnal） 译者：朱杰进 丛书主编：张曙光 苏长和彼得·哈
吉纳尔，自1988年起担任多伦多大学八国集团与二十国集团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市民社会
与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八国集团与二十国集团文献等。
近期相关著作有《市民社会与八国集团的问责制》、《可持续性、市民社会与国际治理》等。
朱杰进，安徽池州人，2007年外交学院博士毕业，随后进入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
院工作，主要研究兴趣为二十国集团机制、全球经济治理、中国与国际组织等，在《世界经济与政治
》、《国际政治研究》、《外交评论》等刊物发表相关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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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本书第二章到第六章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成是本书的核心。
第二章追溯导致领导入峰会最终召开的事件、环境与各国政策立场，以及峰会是如何演变成年度峰会
的，探讨当时主要经济事态的发展是如何催生对峰会需求的，并讨论五国财长会议的历史，这是峰会
机制形成的雏形。
本章认为，五个主要民主国家（法国、西德、英国、美国、日本，后来意大利也加入进来）认识到，
在经济冲击和其他国际危机面前，各国都面临共同的脆弱性，因而有必要采用一种协调的方式来共同
解决这些难题，而传统的国际制度又不能提供有效协调的平台。
因此，他们发起了定期的财政部长会议，这些会议为后来的领导人峰会奠定了基础，最终导致整个部
长级和其他层次会议体系的形成。
第三章回顾峰会32年的历史，讨论七／八国集团的协商、导向、决策、全球治理、国内政治管理等作
用，并介绍参加过七／八国集团的现任和前任领导人及其他官员观察峰会的视角和个人感受。
本章还探讨为什么峰会会从一开始的一次性会议发展成为极具灵活性和非正式性的年度会议，变成一
个工业化民主国家“观点相似”（1ikc-mind。
d）领导人用来自由地、秘密地交流观点的有效平台。
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坦率、秘密的交流平台在一个拥有庞大官僚机构、政治经济更加多元化的正式国
际组织中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四章首先探讨八国集团的成员国从1975年的六国到后来的七国再到工998年之后的八国，然后分析俄
罗斯极具争议的八国集团成员资格问题，接下来分析其他可能加入国家加入的优势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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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将对八国集团与二十国集团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十国集团峰会作为金融危机的一大“遗产”，将在“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一
定意义上甚至可能主导全球治理的发展方向。
有学者提出，1978年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抓住了全球化的历史机遇，融入国际社会，接
受国际规则，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又一次给中国带来了历史机遇，那就是全
球治理，换句话说，就是如何参与管理全球化，设置全球议程、制定全球规则。
在这当中，二十国集团可以算是重要而有效平台之一，因而如果中国能够把握好这个大的机遇，那将
有可能大幅度提高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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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细致全面地分析了八国集团体系与二十国集团。
哈吉纳尔教授的著作是为数不多的八国集团研究作品之一，资料丰富、分析深刻、评价客观是本书的
特点，这样的前瞻性研究定会激发人们对全球治理机制的兴趣。
　　——蒂莫西·辛克莱，英国华威大学副教授本书探讨了七国集团、八国集团的丰富历史，论证了
七国集团、八国集团当前的特征，阐述了七国集团、八国集团将来如何改革的各种方案。
哈吉纳尔教授提供了全球治理文献的一条重要线索，他是一位优秀的文献学家，使得本书对全球治理
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都助益匪浅。
　　——约瑟夫·丹尼尔斯，美国马凯特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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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八国集团体系与二十国集团:演进、角色与文献》：中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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