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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要对“逆经济全球化”说不
①

  

 

在刚刚结束的 IMF 和世界银行的联合年会上，大家将讨论的焦点集中于如

何应对全球化进程中所遭遇的各种逆流，即应对“逆全球化”的趋势上。发达

国家的“再工业化”、英国脱欧及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公然反对贸易

自由化，均与一直以来所倡导的“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背道而驰。这

种“逆全球化”趋势之所以卷土重来并被推至风口浪尖，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

国际贸易持续低迷密切相关，全球化也因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指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最大利润和经济效益为目标，

通过分工、贸易、投资、跨国公司和要素流动等，实现各国市场分工与协作，

相互融合的过程。从根本上说，它是生产力和国际分工的高度发展，要求进一

步跨越民族和国家疆界的产物。全球化不仅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

理配置，有利于资本和产品的全球性流动，也有利于科技的全球性扩张及促进

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当然，它也是一把双刃剑，既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重大

的推动力，同时也会给各国经贸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甚至一定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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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全球化就是“无障碍”的话，“逆全球化”则正好相反。“逆全球化”

一般发生在经济停滞甚至倒退之时，因为经济不景气往往会激发出激烈的民粹

主义情绪，使他们更倾向于对世界经济、国际贸易设置种种新的限制和关卡，

以优先维护自己的私利。这种现象在 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后表现尤为明显。 

实施贸易保护，设置贸易壁垒，用反倾销手段干预正常贸易成为“逆全球

化”的重要手段。英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GTA）》

报告指出，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各国正加速实施“以邻为壑”的贸

易保护措施。2015年全球实施的贸易限制措施数量为 736个，较上年增加了 50%，

是此期间实施的促进自由贸易措施的 3 倍。2016 年前四个月实施了 150 个，而

此前每年前四个月的这一数值仅在 50-100之间。可见，贸易保护主义升级势头

十分明显。 

从主要国别上看，令人瞠目的是，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最多的前十位国家均

为 G20成员国。2015年由 G20国家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数量为 599项，占到 81%。

其中五个国家也是 APEC成员国。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直以自由贸易倡导者自

居的美国，成为采用贸易保护措施的急先锋。2015年美国采取了 90项贸易歧视

措施，位居各国之首，成为限制贸易自由的头号国家。 

从实施的手段上看，实施的贸易歧视性措施主要有：政府补贴、贸易救济、

进口关税、政府采购本土化、投资保护、出口鼓励、非关税措施等。其中，紧

急贸易救助、贸易保护措施、增加进口关税及本地化需求等四项政策性措施占

到全部歧视性措施的 60%以上。这些措施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方式不同。贸易保护

措施、增加进口关税及本地化需求等这三项措施是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对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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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影响不言而喻。而紧急贸易救济则是政府通过贸易救济和补贴的方式给予

企业的援助，表面上看不会对国际贸易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比较隐蔽。但实际

上，这种补贴使本国企业得以以较低价格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损害了其他国家

竞争者的利益，破坏了国际贸易的公平性，从而间接影响了国际贸易的增长。 

从影响的领域上看，受贸易保护措施影响最大的十个领域的贸易额占到世

界贸易总额的 40.6%，其中，基本金属、运输设备、农产品及特殊机械设备等四

个领域受的影响最大，钢铁行业又首当其冲。据统计，自 2008 年 11 月以来，

针对钢铁行业实施的保护措施高达 740项，是贸易自由化措施的 4.5倍。仅 2015

年就实施了 118项，2016年前四个月也实施了 26项。这些歧视性措施又以紧急

进口限制、提高进口关税和出口激励为主。 

“逆全球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去工业化”是

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生产能力，主要是制造业产出和就业比重降低的过程。

全球化浪潮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存在“去工业化”态势。然而，金融危

机爆发后，很多人将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相对下降、国内投资相对不

足等状况归罪于“去工业化”。于是一些发达国家开始推行“再工业化”，鼓励

企业家把制造业工作岗位重新带回国，使工业投资在国内集中，避免出现产业

结构空洞化。以美国为例，苹果公司、通用电器、克莱斯勒、惠普、耐克等著

名品牌，相继加入回流潮，纷纷把部分生产线转移回国内。其结果必然导致全

球对外投资的萎缩和全球价值链的深刻调整，也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产

生重大的影响。 

贸易和投资增长是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和发展的基石。贸易保护措施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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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把各国推向贸易战的边缘，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历史经验证明，在经济

全球化和产业供应链国际化的背景下，如果全球化出现倒退，实施贸易和投资

保护只会带来双输的格局，必将使本就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绞杀

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 

在“逆全球化”困扰世界经济之际，各国应该同舟共济，审慎、克制、规

范地使用贸易救济措施，通过各种对话磋商机制共同维护自由、开放、公正的

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从而实现互利共赢。在刚刚结束的杭州 G20 峰会上，明

确提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同意将不采取新的保护措施承诺延长到 2018 年底。

同时承诺要加强区域贸易协定的透明度，并承诺 2016年底 G20的成员国全部要

批准《贸易便利化协定》。 

以“高质量增长和人类发展”为主题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即将于 11

月 14日在秘鲁召开。作为亚太区内各地区之间促进经济成长、合作、贸易、投

资的论坛，经过多年的发展，已逐渐演变为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合作论坛，也

是亚太地区最高级别的政府间经济合作机制。它在推动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

加强成员间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实现全球经济的

“高质量增长”，APEC 成员国应该带头反对一切“逆全球化”行为 ，倡导公平

合理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为全球化未来和国际合作制定新宪章。 

无疑，加强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体制是反对“逆全球化”最有效的措

施和手段。面对当前的“逆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抬头，APEC 会议有必要向

国际社会发出明确和坚定的信号，那就是共同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反对任

何形式的保护主义。努力就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共识，采取新行动，适时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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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亚太自贸区的谈判进程。同时，要努力支持以 WTO 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

因为多边贸易体系才是防御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好防线，也是促进国际贸易增长、

可持续性复苏和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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