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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三个判断 *

隆国强

在全球经济格局的新变化、新技术革命、发达经济体反全球化的声浪等趋势性因

素以及金融危机等偶发性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全球经济治理正处于加速变革期。因

此，短期内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即使可能有所放缓甚至出现波折，经济全球化的方向也

难以逆转。故此，作者提出了中国应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四个建

议：维护国际环境稳定的大局、明确角色定位、增强硬实力、提升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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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判断，全球经济治理正处于加速变革期。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二

战后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总体上看，这套治理体系为维持二

战后的全球经济繁荣、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顺利开展，促进经济发展，进而保

证全球的总体和平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同时也要看到，这套全球经济治

理体系存在不足。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自二战以来，一直处于不断变革和完善的过

程中。之所以做出全球经济治理变革正处于加速变革期的判断，是因为出现了一

些新的趋势性和偶发性因素，使得变革趋势加速。

趋势性新因素之一是全球经济格局的新变化。以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为

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地位迅速提升，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在

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大幅提升。发展中国家总体上一致认为，当前的全球经

济治理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有欠公平，这是因为现有规则更多地体现了发达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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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利益诉求。举个例子，英国人发明了乒乓球，中国人通过苦练后来居上，打

遍天下无敌手，而中国人取胜的技术关键是灵巧快速。西方人打不过中国人，就

改变比赛规则，换成大球。从规则本身来说，乒乓球变大对西方人和中国人并无

歧视，但是把球变大会降低球速，其实是抑制中国人的优势，发扬西方人拉弧圈

球的优势。这也体现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不是说规则本身带有歧视性。比如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制定的《与贸易相关的投资协定》、《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

权保护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等，都是发达国家所关注的，能体现其竞争

优势的领域。总体来说，发展中国家整体能力的提升，要求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向

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进行调整和变革。

趋势性新因素之二是新技术革命，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

命。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对全球经济、贸易、投资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深刻

影响了全球生产力的布局、国际分工和价值链，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因此，新

技术本身推动了跨境投资、跨境贸易和金融合作，同时本身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

题，迫切需要制定相应的国际规则。例如信息安全、数据跨境流动等当今全球经

济治理体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迄今还未找到答案。

趋势性新因素之三是近年在发达经济体出现反全球化的声浪。总体来说，当

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对发达国家有利，发达经济体在全球化进程中受益较多，

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声音是很正常的。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是英国脱欧，然后是美国总统大选，在发达国家出现了愈演愈烈的反全球化

声浪。这反映了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全球化带来了收入差距变大的

问题。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讲，全球化规则的不合理加大了国际间的收入差

距，富国更富而穷国更穷，所以全球收入差距确实被拉大。全球统一市场有利于

效率，不利于公平。过去三十年，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比如

说，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受益较大，但是全球化红利在国内不同群体的分配极

不均衡。公司高管、华尔街、好莱坞从中受益较多，而由于传统产业的空洞化，

失去了一些传统的就业岗位，这些低技能的劳动者面临转岗压力。其实，这些劳

动者也从全球化中得到更多的消费者剩余，其原因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

化带来的低廉消费品，但是他们收入提升较慢，与高收入阶层的差距越来越大。

因此，国家间的收入差距以及国内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均在扩大，这是全球及各

个国家亟需处理的问题。而发达国家本身缺乏内部的收入调节机制，问题累积并

不断发酵，一贯主张自由化的英国、美国等国家相继出现政策变化。而这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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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是经济全球化的引导者和推动者，其国家内部的政策调整，也会影响到全球

政策调整的方向，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美国之前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称为一个面向 21世纪、高标准、全面的自由贸易协议，其理论基础是公

平贸易。在政治格局变化以前，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基础已经调整，由此对

全球化规则未来的走向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此外，还有一些偶发性因素也在加速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调整，比如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金融稳定委员会成立，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加速调整，G20也
因全球金融危机而成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商的重要平台。多种新因素的出现，

使得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加速变革时期，变化是各种力量交织作用的结果。

第二个判断，经济全球化的方向难以逆转。西方发达国家有关全球化理论的

变化、政策的调整，会影响全球化的方向，但是技术变革本身会深化全球分工，

对全球的跨境贸易、跨境投资和金融活动产生正向的推动作用。在多种因素的共

同作用之下，未来一段时间，全球化的步伐会有所放缓，很难再持续以往大跨步

推进之势，以消化和减缓全球化的负面效果。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最大的好处

在于通过全球分工提高效率，把馅饼做大；但是在分馅饼的过程中，公平分配是

个问题。因此，全球化的规则会有所调整，但是基本的方向不会变。生产力决定

生产关系，而技术进步是根本的推动力，会继续推动全球分工的深化。因此，全

球化的方向不会改变，但是短期内的步伐会放缓，可能出现一些波折。

第三个判断，中国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其一，从维护

战略机遇期的高度来认识，与国际社会共同合作，维持经济全球化稳步推进的大

局。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不过还是处于追赶期的新兴大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

良好的国际环境，两个百年梦想不能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实现。市场割裂和保护

主义盛行对中国是不利的，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的中国不希望看到贸易战，不

希望回到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作为跨境投资的大国，未来走出去也需要稳定、

高效、透明的国际投资治理体系。中国本身需要稳定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要从

这一高度来理解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角色定位。

其二，要明确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角色。特朗普当选后释放了一些

反全球化的信号，包括退出TPP以及威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这

届美国政府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有一丝往后退缩的态势，不像之前那么积极主动。

国际社会的主流声音还是希望看到全球化的大局稳定，担心没有国家来引领经济

全球化的前进步伐，因此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的演讲得到国际舆论的欢呼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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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认为，应该看到，尽管美国有所退缩，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时期，美国在全

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并非其他任何国家可及。假如有一天，美国出于客观

或者主观原因不再做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领导者，那么在未来的全球治理架构

中，不太可能出现替代美国角色的大国。我个人的判断是全球治理框架可能出现

集体领导制。如果一超多强中的一超不再存在，那么很有可能变成集体领导制。

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中国从看戏观众到走上舞台的边缘，慢慢走向舞台中央

的聚光灯下，但是中国不会成为替代的第二个美国，而是集体领导制中的一员。

要看到现实的情景，不要被国际媒体捧杀。我们要承担与国力相符合的国际责

任，一旦定位不准确，就会干出很多超出能力范围的事情，结果事与愿违。因此

准确的定位非常重要。

其三，中国要想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做出贡献，首先要做的是增强硬实力。

关键是加快提升在资本技术密集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的竞争力，倡导贸易自由

化、投资自由化、高水平的自贸安排等都需要这一基础的确立。中国在资本技术

密集产业的竞争力存在明显短板，补短板是中国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基础。

其四，中国需要快速提升软实力。中国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集体领导中的

一员，要发挥引领者作用，可能更多的是要考虑贡献中国智慧。一是要加强理论

研究。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首要是理论和观念，其次是规则和相应的国际组织，理

论和观念先行。多年以来，自由贸易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主流，不过现在美国

人转而在搞公平贸易。中国希望怎样的全球治理？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要更

加公正、公平、开放、包容、可持续，提出上述目标可以赢得广泛接受，但是需

要厘清背后的理论支撑。这是理论工作者肩上的任务。中国在发展当中有很好的

实践和探索，但是对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梳理的理论化还不够，没能在实践基础

上提出新的发展理论，要在国际经济中将中国主张理论化，这是紧迫的任务。二

是中国还要加强提出倡议的能力，这些年所做努力的效果都不错。比如“一带一

路”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和热烈反响，取得出乎意料的好的效果，当然未

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亚投行、G20杭州峰会，这一系列主张都体现了作为

新兴大国的中国在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贡献智慧。三是中国要加强谈判协调能

力，更重要的是内部的协调能力，中国亟需改进对外谈判的内部协调机制，提高

效率和权威性。最后是需要一大批的国际化人才，懂得国际经济、国际贸易、金

融和法律的人才，培养一批真正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发挥引领作用的高水平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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