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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国际社会形成了多主体、多层次的格局。因
此，一个现实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协同治
理，以应对日益严重的全球共同面对的诸种问题。本书运用马克思主
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的关于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
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出发，以全球治理与民主
因素的密切联系为着眼点，分析全球治理兴起并逐渐走向以民主为基
础的协同治理的必要性、可能性，从而揭示全球治理的真正内涵和价值
追求，论证全球协同治理是走向和谐的全球善治的必然途径，因而人类
能够解决面临的共同问题，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但由于全球治理进程中霸权及强权政治的存在，全球协同治理必然是
一个曲折的过程。随着国际社会中制约霸权及强权政治的力量逐渐壮
大，人们通过全球合作来解决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已成为可能。实现
全球协同治理，构建一个和谐的新世界是全球治理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结构上看，本书主体部分由导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导论
部分主要介绍论文选题缘起及其选题意义，认为全球协同治理是一个
不断演进的客观事实，研究该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导论
部分还对国内外研究全球协同治理的现状进行了综述，对本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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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主要内容及结构、重点、难点及创新等方面进行了简要的说明。
第一章主要阐述在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全球治理的兴起。本部

分首先对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向全球政治转变的客观现实进行了论
述，分析了现代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角色和地位的变化; 然后，本部
分分析了全球治理兴起的各种现实因素，如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社会
相互依赖程度逐步加深以及全球问题日益严重等; 最后从比较“治理”
与“统治”入手，介绍了全球治理理论的演变，对全球治理的构成要素、
核心概念、模式划分及特征、全球治理的发展前景等进行了探讨，认为
全球治理是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全球治理进程本身就是向建立在民主
原则基础上的全球协同治理前进的进程。

第二章论述全球协同治理的民主原则、理论与历史实践。首先论
述了全球化时代民主的全球扩展趋势，民主成为普世价值理念，越来越
多的国家建立起民主的政治制度，在国际层面，民主的因素也日渐增
多，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全球公民社会成为推动全球治理的重
要力量，但民主的全球扩展并不等同于西方国家的“输出民主”。其
次，论述了全球协同治理与全球层面的民主化之间的关系，认为全球治
理与民主存在密切的关联，全球层面的民主化推进全球协同治理，对于
保障全球治理合法、有效，促成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形成、
促进公众参与和减少公共事务中“搭便车”的行为等方面具有重要的
意义与作用。最后，从观念演进和全球治理的历史实践角度论证了全
球协同治理的必然性，并以欧盟的发展为例，进一步说明全球协同治理
的必然性。

在论证了全球协同治理的必然、可能和必要之后，如何实现全球协
同治理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三章重点探讨全球协同治理的实
现路径，力图从国家层次、国家间层次和超国家层次上探讨建立在民主
原则基础上全球协同治理的可能途径。本部分首先分析了两种形式的
帝国理论，并且论证了推动全球协同治理并不需要帝国式的全球政府。
接着分析了全球协同治理在国家内部、国家间和超国家层面上的扩展
情况，以及在国家间推进全球协同治理进程中所遇到的障碍和消除措
施，并指出全球公民社会是在超国家层面上推进全球协同治理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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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最后论证了在推进全球协同治理的进程中，联合国是不可或缺
的全球治理协调中心，指出了联合国在此进程中作为协同治理中心所
具备的条件、所起的基本作用和影响其作用发挥的各种因素等。

第四章论述了全球协同治理的最终发展方向是走向和谐世界。和
谐世界是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同时又吸收了西方全球
治理理论中的合理成分的治理理念，客观反映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
人类进步的普遍要求。本部分论述了和谐世界理念提出的背景和重大
意义，对和谐世界的概念内涵、构建和谐世界与推进全球协同治理之间
的联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认为和谐世界是全球协同治理发展的
必然结果，构建和谐世界与全球协同治理在本质发展方向上是一致的，
最终都是为了达致全球范围内的善治，和谐世界就是全球善治的最终
表现。

结语部分对全文研究做了总结，认为全球化催生了全球治理，尽管
全球治理在现实实践中遭遇到种种阻碍和扭曲，但全球协同治理是一
个不断演进的客观事实，随着全球治理进程中民主因素的增多，霸权和
强权政治的逐步消除，真正的全球协同治理得以形成。这是走向全球
善治、达到世界和谐的必然途径。

关键词:全球化; 全球治理; 民主化; 全球协同治理; 和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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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rise of global governance，one practical and critical issue is
how to realize this cooperative governance on the base of democracy in a
globalizing world． This dissertation applies Marxist standpoint，perspective
and method and refers to the existing related researche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lobal governance． It’s based on the close relation between
global governance and democrac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It analyzes the rise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of
its way towards democratization in order to show its nature and value and
shows that the global cooperative governance is the surest way to the harmo-
nious global good governance，which helps to solve the common problem of
mankind and establish a harmonious world of lasting peace and common
prosperity． However，because of the existing hegemony and power politics，
it must be a tortuous process for global cooperative governance． With the
growing of the power restricting on hegemony and power politics in the glob-
al society and the urgent need to solve the growing global problem by global
cooperation，true and democratic global cooperative governance would come
into being，and a new harmonious world would be an inexorable tre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on the base of democracy．

The main part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made up of introduction，bod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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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logue． The introduction part explains the initial idea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ection of this dissertation，which says that since democratization of
global cooperative governance is evolutionary objective fact，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to research into this problem． It also
gives a general review on the status of democratizing global governance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s well as making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method，
content，structure，innovation，emphases and knotty problems of this dis-
sertation．

Chapter 1 presents the rise of global governance against the back-
ground of globalization． It starts with the discussion of the objective transi-
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owards global politic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
tion． Then it analyzes the variations of the role and status of modern nation
－ stat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some practical factors in the rise of
global governance such as integration with the global economy，the glowing
interdependence of the global society as well as worsening global problems．
Finally，after making a comparison between governance and rule，it discus-
s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the components，core concept，differen-
tiating models，characters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bout the global co-
operative governance，and points out that the global governance is a process
of global cooperative on the base of democratic principles and it is a perfec-
ting course as well．

Chapter 2 focuses on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democratic principle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global cooperative governance． Firstly，the tend-
ency in democracy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is discussed，which states that
democracy has become the universal value，and that more and more coun-
tries have established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and that at the interna-
tional level there’s increasing democratic elements，for instance，interna-
tional organization，NGOs and global civil society become a major force
promoting the global governance． However，it emphasizes that the spread of
democracy around the world is not equivalent to the western countries’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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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ing democracy． Secondly，it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lobal cooperative governance and the tide of democratization in the world．

It is pointed out that global governance has much to do with democra-
cy，and it proves that the tide of democratization in the world can ensure its
legitimate and effectiveness and 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a just and
reasonabl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and it also has
great significance to foster more public’s participation and reduce the num-
ber of free riders． Lastly but not least，in this chapter，it discusses the in-
evitability for the global cooperative governance from aspects of the devel-
opment of its notion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and takes the democratiza-
tion of EU for example，to further expatiate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democratic principles．

After the discussion on the pos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the global coop-
erative governance，it turns to another important issue of how to approach
it． So Chapter 3 focuses on the way to achieve the global cooperative gov-
ernance based on democratic principles through three levels of nation，inter
－ country and super － state． It begins with the analysis of two forms of em-
pire and argues that there’s no need of empire － style global state in the
process of the global cooperative governance． Then it demonstrates the
spread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with and between countries and at super －
state level，the obstacle and the related elimination methods emerging in
the course of interstates’promotion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in which
global civil society is vital force． After that，it indicates that the UN is a
needful coordinating center in the process of the promoting the global coop-
erative governance． The precondition，the basic function and various fac-
tors restricting its influence of the UN as the coordinating center are pointed
out，too．

Chapter 4 mainly discusses that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global coop-
erative governance is towards a harmonious world，which is a combination
of the harmony thought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reasonable 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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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ance ideas in western global governance theory and is an objective re-
fl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current world and universal demand
of human’s progress． In this chapter，it discusses the background and sig-
nificance of global governance，the concept of harmonious world and makes
a deep research into the relations of the creation of harmonious world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global cooperative governance． It concludes that for-
mer is the result of the latter and the two are intrinsically persistent because
both are to achieve good governance around the world． Therefore，harmoni-
ous world must be the ultimate representation of global good governance．

The epilogue summarizes this research． It claims that global govern-
ance arises from globalization． Although in practice global governance con-
fronts a lot of obstruction and distortion，it’s a developing objective fact for
global governance towards cooperative based on democratic principles，and
with the increase of democratization of the course of global governance，he-
gemony and power politics will be eliminated gradually． At that time，the
real global cooperative governance will come into being． This is surest way
towards global good governance and harmonious world．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global governance; democratization; global
cooperative governance; a harmonious world

·4·

博·士·文·丛(第七辑)
全球协同治理研究



目 录

导论 1………………………………………………………………………
一、问题的缘起与选题意义 1………………………………………
二、研究现状综述 7…………………………………………………
三、本书主要研究方法 17……………………………………………
四、本书的逻辑结构和基本内容 18…………………………………

第一章 全球治理的兴起 21……………………………………………
第一节 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兴起的前导 21……………………

一、国际政治向全球政治的转变 23……………………………
二、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的地位与治理职能的变化 25…………

第二节 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兴起的现实因素 30………………
一、全球经济一体化 30…………………………………………
二、相互依赖的世界 32…………………………………………
三、全球问题的出现 35…………………………………………

第三节 全球治理的理论演变 38…………………………………
一、从“统治”到“治理” 39……………………………………
二、从“治理”到“全球治理” 45………………………………
三、全球治理的模式划分及其特征 53…………………………
四、全球治理的发展前景 65……………………………………

第二章 全球协同治理的民主原则、理论与历史实践 70………………
第一节 全球化时代的民主 71……………………………………

一、全球化时代民主的扩展 73…………………………………
二、全球化对民主的挑战 76……………………………………
三、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的“输出民主” 78………………

第二节 全球协同治理与民主化 81………………………………
一、全球协同治理的民主法则 82………………………………
二、民主化推进全球协同治理 93………………………………

第三节 全球协同治理的观念演进和历史实践 98………………
·1·

目 录



一、观念演进:从不可治理观到民主治理观 99………………
二、历史实践:从霸权式的全球治理向多元参与式的

全球治理转变 107…………………………………………………
三、欧盟发展:昭示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全球协同治

理的必然性 117……………………………………………………
第三章 全球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探析 128……………………………

第一节 推动全球协同治理是否需要帝国 128……………………
一、后现代的帝国 129…………………………………………
二、合作帝国 134………………………………………………
三、帝国政府是否能够促进全球治理 138……………………

第二节 全球协同治理的层次性展开 140…………………………
一、全球协同治理的国家层次 140……………………………
二、全球协同治理的国家间层次 147…………………………
三、全球公民社会:在超国家层次上推进全球协同治理

158………………………………………………………………
第三节 以联合国为基础建立全球协同治理中心，推动全
球治理进程 168……………………………………………………
一、联合国作为全球协同治理中心的基本条件 170…………
二、联合国作为全球协同治理中心所发挥的基本作用 177…
三、联合国在推动全球协同治理中的局限性 186……………

第四章 全球协同治理的终极目标:走向和谐世界 192………………
第一节 和谐世界提出的背景和世界意义 193……………………

一、从和平共处原则到和谐世界理念 193……………………
二、和谐世界理念提出的背景 195……………………………
三、和谐世界理念的深远意义 201……………………………

第二节 和谐世界是全球协同治理的终极目标 204………………
一、和谐世界的多种维度 205…………………………………
二、和谐世界构建与全球协同治理的一致性 215……………

结 语 225…………………………………………………………………
参考文献 229………………………………………………………………

·2·

博·士·文·丛(第七辑)
全球协同治理研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导 论

一、问题的缘起与选题意义

人类的历史是在不断演进、从而走向更加高级的文明的历史进程。
始于 15 世纪末、以航海大发现为标志的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
的重要阶段，它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向前发展着，至今还没有停住前进的
脚步。全球化的进程就是人类认识世界、治理世界的客观历史进程，是
不同文明的冲突与融合、观念的交锋与借鉴的过程，也是一个涉及经
济、政治、文化、科学、教育、环境、卫生等各个方面的客观历史发展过
程，是我们讨论全球问题的重大背景。在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着两个方
面的发展趋势:

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逐渐跨
越已有的疆界，扩展到了全球。因而，治理的活动也由国内延伸到国
际，形成了复杂的全球治理网络。全球化使得原来属于国家主权范围
内部的问题极有可能影响到整个国际社会，而在此进程中各种新的影
响到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又层出不穷。目前，即使是最
强大的国家也不曾宣称它有能力独立解决具有全球影响的问题。原因
很简单，在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全球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一国
能力的范围之外，需要全球包括国家在内的各种力量通力合作来共同
解决。全球化引发的全球问题使全球治理活动不断深入，并日益引起
人们的关注。

另一方面，全球化将各国市场联为一体，实现生产要素全球流动，
使各国人民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带来的政治后果是随着各种文明
的碰撞与交融，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世界与本土的观念不断融合，
逐渐形成了一整套人类共同追求的普适的价值观，如民主、法制、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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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平等、博爱等。这些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价值观，而是在全球
化的发展过程中，随着民主的全球传播而形成的共识，是人类的共同文
明成果。全球化使得发源于古希腊的民主理念与制度不断完善并随着
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最终形成了汹涌澎湃的
民主化浪潮。① 在民主化浪潮的影响下，各国纷纷建立起了民主的国
家制度，政府越来越反映人民的要求，社会也越来越趋向开放，“民主
的基本观念正在赢得跨越了不同文化、社会和经济界限的拥护者”，②

民主政治成为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共同追求的社会制度。
因此，全球化启动了国际社会协同合作、共同治理全球事务的历

程，同时也推动了世界民主化的进程。在各国国内对民主化要求日益
紧迫的同时，由于全球治理的需要，国际层面的民主化也逐步被提上日
程。全球治理与民主化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全球协同治理试图
通过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机制，以解决全球问
题，维护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民主化则努力消除着人类社会的专
制与不平等，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随着全
球化的不断深入，两种力量都预示着人类社会光明的未来。那么，在全
球治理与民主化的实践中，这两种力量是否能够最终结合在一起，实现
一种依托于民主的原则与精神的全球协同治理呢? 民主在全球治理进
程中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呢? 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善治即和谐世界能最终
实现吗? 这些问题都是考察全球治理、总结其发展规律时不得不思考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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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历史，享廷顿认为始于 1828 年，因为他认为在国家层次上建立
起民主制度的标准是: ( 1) “50%的成年男性有投票权”; ( 2) “一个负有责任的行政官，他要
么必须维持在一个选举产生的议会中得到多数的支持，要么通过定期由普选来产生”。根据
这个标准，美国 1828 年的总统选举便成了民主化的浪潮第一波的标志，因为此次总统选举有
选举资格的男性超过了白人男性的 50%。但中国学者刘德喜持不同看法，他认为这种观点
把 17、18 世纪发生的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以及由此建立的民主国家排除在世界民
主化浪潮之外。笔者认为后者的说法更加全面，民主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不断在全球扩散与
完善，最终发展出了不同类型的民主模式。

侯少文:《当代世界民主思潮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
究》，2002 年第 1 期。



在理论层面，全球协同治理与民主有着天然的联系，没有全球层面
上的民主化就不可能实现协同治理。首先，冷战结束后，民主国家的制
度向全球扩展，追求民主自由成为世界各国与人民共同的愿望，越来越
多的国家从封闭与专制走向开放与民主，这是实现全球协同治理的必
要的前提条件。只有各国自身实现了民主制度，人类才能在一个全新
的框架内平等地、理智地讨论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其次，与统治不同，
治理强调的是多个行为主体或权力中心共同协商合作，以解决人类共
同面临的公共事务。因此，权威是分散的，各个行为主体之间并不存在
严格意义上的管辖关系，如果要在不存在最高权威的全球层面展开合
作，就必须以民主原则为基础建立合理的问题解决机制，以民主的方式
来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全球协同治理的目标是达到全球层面的
善治，全球治理中的民主化程度越高，离全球治理的善治理想就越近。

在国际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全球治理并非一开始就具备了民主的
特点。全球化兴起后逐步出现的全球治理在其最初时期，本质上是帝
国治理与霸权治理体系，是一种弱肉强食的关系。早期的全球治理是
各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协议与惯例的产物，跨国行为体的特点、战
略和政治影响基本上取决于大国力量关系的对比，因而无法体现民主
的精神。随着全球民主化浪潮的推进，民主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加
之冷战之后全球公民社会的复兴，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力量
的逐步壮大，民主的精神才逐渐渗透到各种国际机制中，国际社会的治
理才体现出以民主为原则的组织结构和决策程序。但是，建立在民主
原则基础上的全球协同治理仍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时至今日，也
远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的全球治理，全球治理中民主的不足仍
然十分严重，如在处理国际事务中，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仍时有出现，
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力量仍然不足，国际组织存在着不透明、代
表不足等问题，全球公民社会力量仍然比较微弱等。这些全球治理进
程中的民主不足，对全球协同治理的健康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

因此，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今天，建立在民主原则基础上的全球协
同治理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客观事实，但却遭遇重重的障碍。在全球问
题日益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福祉与生存发展时，迫切需要全球各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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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携手合作，超越全球协同治理中遇到的障碍，建立起民主的治理机
制，将风险控制在较低的范围之内。研究建立在民主原则基础上的全
球协同治理，即使全球治理朝着以民主为特征的善治方向发展，具有重
大的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 一) 理论意义
第一，研究全球协同治理有助于弄清全球治理的真正内涵与价值

追求。自从 1989 年世界银行首次运用“治理危机”( Crisis in govern-
ance) 来描述非洲的发展状况以来，“治理”这个概念便很快在各个范
围领域流行起来，成了时髦的用语，以至于“今天的联合国、多边和双
边机构、学术团体以及民间志愿组织关于开发问题的出版物却很难有
不以它作为常用词来使用的”。① 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社会学等各学
科的研究者都喜欢用这个词汇来描述所研究的热点问题，国际政治领
域更是如此，全球问题的治理与应对成为日益紧迫与突出的话题。但
是，全球治理的概念仍然十分模糊，缺乏明确统一的定义，学者们从各
自的研究角度出发，对全球治理进行了不同的阐释与理解，如全球治理
理论的主要创始人詹姆斯·罗西瑙认为全球治理是“没有政府的治
理”，奥兰·杨认为全球治理是一种“分权的世界秩序”，罗纳德·J. 格
罗索普认为全球治理需要全球政府等。② 尽管对于全球治理的理解的
差异如此之大，但对于全球治理的内涵还是有一定的共识的，就是为了
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种种问题，维护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包括民族
国家在内的治理主体通过有约束力的国际机制( Regimes) 进行合作，
以促进人类的共同利益。但是在一个不存在中央权威的国际社会中，
国际机制是如何形成的? 不同层次的治理主体为什么会遵照这些规制
行事，以增进人类共同利益? 显然，民主已经拓展到国际社会，而全球
治理则是“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各国公民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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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进行的民主协商和合作，其核心内容应当是健全和发展一整套维护
全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包括处理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全球规则和制度”。① 全球治理的真正
内涵就是通过建立在民主原则基础上的全球协同治理，构建一个公正、
合理的和谐世界，达致全球层面的善治。

第二，有助于丰富和扩大民主化理论的研究视角。以往的民主化
理论，其视角都是限于民族国家之内，研究的重点是民族国家政治制度
的民主化，绝少有将视角投向全球层面，研究全球层面的民主化进程。
美国著名学者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观”和亨廷顿“民主的第三波”的研
究对象都是民族国家。在大部分学者看来，民主化就是“一个国家从
不民主走向民主的过程”，②绝少有人探讨全球治理过程中民主化的可
能性。事实上，在全球化的今天，对于民主化的研究应该有更为广阔的
视野。民主化在全球治理进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只有在全球层面
上民主的因素不断增多，才能使全球治理发挥效用，不断走向理想的善
治。所谓协同，在系统科学中是指系统中诸多子系统或要素之间交互
作用而形成有序的统一整体的过程，在本书中是指国际社会各治理主
体步调一致、相互配合完成治理目标的过程。所谓治理，就是指官方的
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
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
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③ 因
此，全球协同治理是一个含义更为广阔的概念，它是指在国际社会中各
行为主体在处理涉及人类整体利益的公共事务时按照民主的原则与精
神协调矛盾，共同合作的过程。这一过程既建立在现有的机构和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体制之上，也离不开非正式的协作和协同。因此，研究全
球协同治理必须研究全球层次上的民主化问题，站在全球治理的高度
研究民主化问题无疑拓展了民主化理论的研究视角，对于该理论的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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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与发展的作用显而易见。
第三，该项研究有助于从更新的角度理解“民主”一词的含义。长

期以来，民主的涵义就成为政治学界争论的重要理论话题。民主的本
质就是人民当家做主，人民则是指社会中的多数人( 当然民主也注重
对少数人的权利进行保护) 。当民主跨越国家的疆界走向国际社会
时，其本质仍然没有变化，但其性质与表现形式必然要发生变化，因而
在全球化时代，“民主”一词的涵义就有必要作适当的修正。在全球协
同治理进程中，民主就是指人民的治理，是一种存在于各国人民之间的
利益磨合机制，是指一种按照预定的程序和规则，根据多数人的意愿作
出决定的机制。民主也应该是一种妥协之道，是人们为了过尽可能公
正的社会生活而安排的程序性妥协方法。

第四，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和谐世界理念，构建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
全球治理理论，从而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理论方面的话语垄
断。2005 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 60 周年的首脑会议
上提出全球应携手合作，共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
界而努力的主张，这无疑是对当前以西方话语为主导的、存在民主与责
任缺位的全球治理理论的完善与创新。2005 年 12 月中国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系统阐述了和谐世界理
念的基本内涵，指出:“和谐的世界应该是民主的世界、和睦的世界、公
正的世界、包容的世界。”①这表明，国际社会的民主化是建设和谐世
界、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与繁荣，实现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的关键和前
提，和谐世界是全球协同治理发展的必然结果。全球治理中需要贯彻
民主的原则，才能最终达致和谐世界。因此，研究全球协同治理、特别
是研究全球协同治理中的民主化问题，对于丰富和发展和谐世界的理
念也是必要的。
( 二) 实践意义

第一，有助于实现治理方式的改进，为不断走向全球意义上的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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