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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宏观的全球治理与微观的地方治理，在治理过程中，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全球 

治理和地方治理，还是从现实的发展角度考察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两者都处于动态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关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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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地方治理更多的需要站在全球性的 

视角下来审视和处理问题，需要更多治理伙伴的合作来解决 

共同面临的问题。与此同时，出于对全球公共事务的关切， 

也需要各国的支持和加入，来扩充全球治理的队伍。这种全 

球和地方的关系是相互包容的，在研究治理问题时，我们就 

既要站在宏观的角度，对各国公共事务进行研究，又要站在 

微观的角度对国内治理问题表示关注。这种宏观与微观结 

合的视角，整体和部分关系的视角，全球和地方空间的视角， 

都需要我们从多个视角来理解和把握全球治理和地方治理 

的内在联系，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任何一边倒的倾向，对治 

理问题的割裂性的理解，都是片面的，不可取的。 

一 从历史角度看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的内在联系 

全球化理论的发展是与全球化进程同步进行的。其最 

早可以追溯到 “地理大发现”，又被称为“大航海时代”。随 

着早期资本主义的形成，狭小的国内市场已无法满足资本家 

对资本原始积累的欲望。最早由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的 

商人和航海家发起的寻找原料和更多财富的海上探险活动 ， 

带来了一系列地理发现，使人们坚信地圆说的正确，全球化 

理论在此初见雏形。用汤因比的话说，那是一场从草原到海 

洋的“革命性变革”，西方人从中获得了好运，获得了比其他 

文明更为优先的发展，并迫使其他文明统一于真正单一的世 

界范围的社会中。⋯ 

随着资本主义革命的到来，全球化思想开始被民族国家 

的意识所淡化。但这一时期的斯多葛学派在理论上继续发 

展着全球化思想。认为世界理性决定了世上的所有事物，这 

种世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要求人们服从天命，恬淡寡郁地 

生活。虽然作为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忽视了人的主动性， 

把人渺小化了，但一定程度上，要求人们服从统一的世界法 

的思想，也成为全球化理论的渊源。 

随着共产国际的出现，资本主义国家除经营本国政务之 

外，开始更多关心国际事务，国与国之间的对话、交流加剧 

(这种对话、交流既包括国与国之间的结盟合作，也包括国与 

国之间的战争冲突)。这一时期，一些西方学者已经开始意 

识到应该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例如康德、孔德，甚 

至马克思。马克思在其《共产党宣言》中对全球化思想做了 

一 些粗况的表述。而由一些西方学者发展起来的全球化思 

想往往带有资本主义大一统的因素。用汤因比的话说，这是 
一 种“文明统一论”的思想。 

二次世界大战后直至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 

界格局开始朝着多极化发展。20世纪 6o年代后，随着全球 

化进程取得实质性推进，全球化理论开始基本形成 ，罗马俱 

乐部的报告和卧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延续和发展了全球 

理论。在全球化理论得到了丰富和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与全 

球治理概念相关的概念 “世界政治的治理”、“全球秩序的治 

理”、“国际治理”、“世界范围的治理”、“国家秩序的治理”等 

得到更多的关注。但对其理论的定义至今还没有统一的定 

论，把其作为一种理论群来加以描述的则是更多。用一种概 

况来加以形象化，“全球治理不仅意味着正式的制度和组织 

— — 国家机构、政府间合作等——制定(或不制定)和维持管 

理世界秩序的规则和规范，而且意味着所有其他组织和压力 

团体⋯⋯但是，他们绝不是惟一的因素。如果社会运动、非 

政府组织、区域性的政府组织等被排除在全球治理的含义之 

外，那么，全球治理的形式和动力将得不到恰当的理解。”L2J 

从整个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全球治理理论 的发展来看， 

全球化则是大陆与大陆之间或者说国与国之间形成的一种 

相互依存关系。这种依存关系也许通过资本、货物、信息、文 

化、人员、环境等要素来达到维持和连接。 

二 从现实角度看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的内在联系——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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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治理兴起与地方政府治理转型的关联性考察 

全球治理兴起的同时，也迫使传统的地方政府治理范式 

的转型。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在相同的领域中遇到了越来 

越多相同或相似的问题。例如政府管理体制上僵化模式运 

转的失效；面对越来越多的治理事务，政府财政支持的无力； 

由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又重新成为经济发展 

的阻碍以及在提高和保障市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上政府的无 

能。面临这种政府治理中的变革压力，最近2o年来，官僚体 

制趋之于土崩瓦解之势，“再造政府”的呼声已成为世界各国 

的“新宠”。 

全球治理兴起的现实性因素中，无论是历史发展因素、 

经济全球化因素还是地区资源限制性因素，在全球化的时代 

背景下，在各国都在寻求本国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下，各国都 

必须突破自身的地理空间的限制，成为全球治理的一个主 

体；另一方面，全球治理针对全球性的公共事务需要得到各 

国的关切和加入。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已不可分割，两者是 

一 种联动的关系模式：在全球治理的推动下，地方治理被其 

施加影响，在主动或被动的情况下改变着原来的模式，来适 

应全球化的要求；全球治理同样也在寻求更多的媒介和行为 

主体的过程中，达到缓和或解决国际间的冲突和矛盾。 

在全球化的压力下，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忙于官僚体制 

改革。虽然各国历史背景不同，各有其独特的选举制度，处 

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所秉承的改革观念和战略却存在惊 

人的相似。这种改革理念在地方政府治理中被统称为“新公 

共管理”或“政府再造”。为了使政府机构具有生机和活力， 

许多西方国家将竞争引入政府体制的管理之中，有些国家试 

图将市场原则引进公共部门。美国把机构组织的创办建立 

在绩效基础上，通过创立内部竞争或执行机构，给公共部门 

带来创新和效率。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正在全球治理中不断改善地 

方治理的不足，并且在积极地促成全球治理的发展，欣然乐 

意地接受着全球化浪潮的洗礼。当然，我们说美国地方治理 

的变化只能代表其一国的问题，世界范围内各主权国家在全 

球化趋势下所面临的问题，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尽相同。这 

种纷繁复杂的事务和问题背后是否隐藏有相同或相似的本 

质呢?有学者分析认为，在大问题面前，民族国家变得如此 

弱小，而在小问题面前，它又显得如此庞大。在大问题面前 

显得如此弱小，是因为缺乏有效的国际机制来应付这样一些 

问题。对小问题它又显得如此庞大，是因为权力不断流向政 

治中心，意味着这个中心对地方的差异性、多样性越来越缺 

乏回应能力。因此，政府治理的模式需要适应新变化，寻求 

外在力量的补充与支持。全球治理就在如此的过程产生、成 

长，成为一种必须的新模式，在与政府治理模式的碰撞整合 

中不断巩固壮大。目前二者至少还不是零和的博弈关系，并 

将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并存发展。本着为人类生存和更好 

的发展为出发点的全球治理也就有了其存在的必要和依据。 

三 从现实发展看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的内在联系 

(一)全球治理推动下的地方治理 

安东尼·吉登斯坚持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真实的，这与过 

去存在的类似进程不同，不管它的一些批评者如何评价，它 

都越来越难以抗拒”。【3 全球化虽然起源于经济全球化，但却 

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涉及到政治的、技术的、文化的以及 

经济的众多领域。这里在全球化推动下，地方政府治理主要 

在治理模式、治理策略、实施政策的职责和管理机制上相应 

的作出了转变。 

以美国为例，在全球治理推动下的地方治理主要表现 

为：尾随而来的两股潮流——全球化与分权。全球化与分权 

这两大趋势决定了二十一世纪初期治理的内容，同时也对政 

府提出挑战。【4 它将直接影响到国内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政府 

机构设置的形式，甚至需要国内政府官员转变其原有的治理 

理念，提高原有的治理能力，以期适应这种全球化的时代背 

景。国内政策的制定和战略的选择，需要国际化的视角，全 

球化的视野，在问题的处理中更多的考虑到它的联系和发 

展。例如政府在处理一些全球性问题(难民潮问题、恐怖主 

义活动问题、走私贩毒问题、金融投机问题、国际洗钱等金融 

犯罪问题、环境问题等等)时，不是就对本国领域的控制和严 

打就可以解决的，而是要面临更广空间和时间范围内的流动 

性因素，单方的国内政府治理在这时已远远企及不到它领导 

控制的权力范围。在政府机构设置中，政府为完成大范围的 

官僚体制改革，越来越倾向于建立特殊机构，专门处理改革 

事宜。在西方，这种机构的设置不仅可以加强和敦促政府机 

构改革，提高其行政效能，而且将削减政府预算作为改革的 

优先事项。针对政府政策制定视角的转变和机构组织管理 

体制的转型，相应的对机构人员的能力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必须要有宏观的视野，全局性的视角，不断更新自己的治 

理理念和角色转换，适应竞争性的机构组织体制。 

(二)地方治理参与下的全球治理 

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过程，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 

化、军事等诸多领域的变革。针对全球化过程中的全球治 

理，以生产力，尤其是知识的积累普及和技术的发展为根本 

动力；以各国地方治理(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职能和 

角色转变为推动力；以国际组织的创建和规则的制定为全球 

治理的执行者；以跨国公司的资本扩张为经济全球化的载体 

和集中体现，在其全球化的活动范围内主要涉及经济的全球 

治理、文化的全球治理、社会的全球治理以及政治的全球治 

理等。 

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最初表现形式。人 

们对世界经济的一个很普遍的看法是：这是一个货物、服务 

和资产可以不受阻碍地跨国界流动的全球市场。资本主义 

“资本”的扩张性本质，把各国独立的市场连接在了一起，形 

成了一个世界的市场。在这种全球性的市场中，需要制定统 
一 的市场交换理念和标准。从地区性的国与国或者多国之 

间的合作模式(例如，在发达国家中从 1962年开始发起的 

“十国集团99、1975年开始的“七国集团”、欧盟等)，到世界性 

的联合国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区域经济与社会委员会、 

经济事务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回忆(IIN(TAD)、联合国发展 

计划署(uM)P)等都以探讨地区性或全球性的经济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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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要和核心内容。 

在文化领域，文化全球化主要表现为核心价值理念的认 

同和传统思维方式的重构。两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性的 

战争和动乱的结束，人们思考更多的是如何建设自己的家 

园，保护和维持家园的稳定和繁荣。如何在家园中保证和实 

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自由、平等、公正、博爱等一些反映积 

极理性的价值观念逐渐统摄了人们的思想 ，成为人们生活工 

作中评判是与非、善与恶、公正与不公正等的基本标准。有 

人还提出用“世界语”来排除多民族国家在文化交流中的障 

碍。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趋势也在逐渐改变着人们思考问题 

时的思维方式，要求人们学会前瞻性的思维、横向性的思维、 

联系性的思维和过程性的思维。 

在社会领域(特别是在环境和教育领域)，经济全球化下 

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让人感到不安。对这种环境问题产生 

的原因，有学者认为环境问题恶化的最重要原因是贫穷，而 

克服贫穷最大的动力在于加强经济的全球化。近百年来，世 

界人 口的成倍增长，以及由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大量不可再 

生资源的消耗和破坏，当今环境问题成为制约社会发展乃至 

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各地区国家在协商合作的基础上，成 

立国际环境保护组织，并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对破坏环 

境的国家给予严厉的惩罚或制裁。例如 ，在“臭氧层”的保护 

问题上，制定了《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关于消耗臭氧层 

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在关于“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上， 

制定了《京都议程书》等。在教育领域，美国20世纪90年代 

初制定的镞 国200O年教育目标法》中，强调了教育的国际 

化，提出了明确的培养目标，即采用“面貌新、与众不同”的方 

法，通过国际交流，努力提高学生的“全球意识”、“国际化观 

念”。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要培养世界通用的日 

本人”、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目标中提 

出：只有做一个出色的国际人，才能做一个出色的日本人，在 

国际社会中要生存下去，除了牢固掌握日本文化外，还应该 

对各国的文化和传统加深理解。在具体的培养中，要求学生 

“懂技术、通外语、会经营管理，具有较强的国际意识，通晓国 

际贸易、金融、法律知识，能够适应国外工作和生活环境。” 

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是全球化进程中必须探讨的一个 

话题。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现实，在当下甚至今后很长一段 

时间内都是整个时代的发展主题。但在全球化进程 中，由于 

多个行为主体(利益主体)的存在，在谋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 

势必会带来彼此间的矛盾和冲突。这里我们从历史 、现实和 

发展的角度来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认识到全球治理必须以 

地方治理为依托，而地方治理的发展又促进了全球治理的发 

展即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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