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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全球化：美国减速，中国加速①

经济全球化意指世界各国经济交往和合作越来越密切，是市场化超越国界、

延伸到全球范围的表现。其本质内容是生产和分配的跨国界，生产在全球布局，

做大蛋糕、各国共享。其具体表现在经济-规则-观念三个维度：第一，经济层面

贸易、投资、金融的越来越开放；第二，规则层面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第三，

观念层面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支持抑或反对。

当然，经济全球化还少不了背后的推动力量。推进经济全球化毕竟属于向

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只有少数国家有能力、有意愿推进经济全球化。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来，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且远超其他国家的经济体，成为最有能力

推进经济全球化的经济体。美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也有意愿塑造自身想要的

全球化。半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在美国的推动下向前进。但是，新世纪

以来，由于美国不满意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动力削弱。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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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则成长为世界上越来越重要的经济体，开始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并成

为推进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美国减速推进全球化的表现

美国对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和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的兴趣下降。WTO

多哈回合久拖不决，并且难以让人看到希望，一方面是因为随着新兴经济体和

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诉求越来越多，谈判势力越来越强；但另一方面，

美国推进WTO的意愿也在下降，从而不能花大力气协调各方利益。尤其是新任

总统特朗普明确表达了对WTO的不满，认为WTO对待美国不公平，将美国原

本是合理的反倾销反补贴行为都归结为贸易保护。特朗普认为，WTO并没有保

护美国的利益，从而力图更多使用美国国内贸易法来维护自身利益。特朗普颇

有抛弃美国当初主导建立的WTO的意思。

美国基于自身发展水平制定更高标准经贸规则。经贸规则的高低主要基于

各国的发展水平和需求，并不一定越高越好，只有越合适越好。但美国主要基

于自身发展水平和诉求来建立高标准经贸规则。这是奥巴马任期主推的事情之

一。高标准经贸规则当然是公共产品，也可能是经贸规则的未来方向，但是如

果离现在各经济体普遍能接受的水平太远，则无疑是客观上建立了排他性的规

则，很难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也就很难有效地推进经济全球化。

美国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兴趣下降。特朗普上台后虽然退出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TPP），不再主打高标准经贸规则，但特朗普连推进区域经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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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兴趣都没有。继退出 TPP 后，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投资协定

（TTIP）也中断了谈判。美国还拿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

协定（NAFTA）开刀，要重谈 NAFTA。并且在重谈 NAFTA时，提出许多不合

理的要求，比如在原产地规则中专门增添美国含量的要求。特朗普的贸易理念

就是要一对一谈判自贸协定，从而为美国争取到更多利益。至于包含更多成员

的自贸协定，特朗普暂时不感兴趣。

美国国内对经济全球化的不满情绪在增加。美国对经济全球化的不满首先

表现在总统身上。特朗普认为，现有的各类贸易安排不符合美国的利益，造成

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给美国带来失业和各种问题。经济全球化要重新安排。从

美国国内民众来看，也普遍滋生反全球化的声音。这主要存在于传统制造业部

门，即美国的劣势产业。特朗普能够意外战胜希拉里当选总统也是普遍存在反

全球化声音的表现。实际上，美国在 21世纪初就已经出现反全球化的苗头。已

故经济学界泰斗萨缪尔森在 2004年发表了一篇影响美国各界的文章，他认为在

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美国将会在同中国的贸易关系中受损。美国的政界人士

接受了这一思想，并鼓吹贸易保护主义。反全球化的声音是如此刺耳，以至于

已经“隐居”多年的国际贸易大师巴格沃蒂不得不出山写了一本名为《捍卫全

球化》的书。

中国加速推进全球化的表现

中国主张维护和推进多边贸易体制，并推进多边国际投资规则。中国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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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场合、不同的时期都明确释放维护和推进多边贸易体制的有力声音，并尽

可能提出推进WTO谈判的中国方案。近年来，WTO最重要的成果——贸易便

利化协定（TFA），中国也是积极支持其早日生效。可以说，中国从没放弃WTO。

除多边贸易体制外，中国还积极推进多边投资规则的建立。不同于WTO，世界

上不存在多边投资规则。中国在 2016年担任二十国集团（G20）主席国期间积

极斡旋，付出大量工作，使得 G20出台了世界上首个多边投资指导原则。这为

以后建立多边投资规则奠定了基础。

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经济全球化除了贸易、投资、金融、规

则以外，还有更重要的问题，也是被美国版全球化方案忽视的一面，那就是发

展问题。现有的经济全球化推进过程中，很难使落后国家真正享受到经济全球

化的好处。因为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低，还没有能力利用贸易投资自由化。中

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除倡导贸易畅通外，还特别强调资金融通、设

施联通，为这些落后国家培育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能力，从而更多享受到实实在

在的好处。这几年，“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和丰硕成果。

中国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已经明确提出要构建自由贸易区网络，

在WTO多哈回合推进困难的局面下，通过建设开放的自由贸易区来间接促进世

界贸易自由化。中国积极和“一带一路”国家商签自贸协定，并推进亚太区域

范围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11月 14日，《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领导人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并在会后发

表联合声明。该声明表达了尽快结束 RCEP谈判的决心，并给出 RCEP协定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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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RCEP是开放性的，一旦谈成，将成为亚太自贸区（FTAAP）的重要驱动力

量。

中国国内普遍支持经济全球化。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各类演讲都表达了支持

经济全球化的声音，中国共产党的各类官方文件都将推进经济全球化作为对外

开放的重要内容。中国的实际行动也在彰显支持经济全球化的态度。中国正通

过加快建设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扩大自身开放。中国还将于明年举办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努力扩大从各国的进口。中国的学界普遍认为经济全球

化的轮子应该滚滚向前。中国普通民众也没有出现反全球化的声音。总之，中

国各界达成了一个共识：“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

中国版全球化方案重视分享

中美之间出现对经济全球化的不同态度，归根结底在于看待全球化分配问

题的视角不同。尽管经济全球化步伐放慢，但一直在前进。在这一过程中，全

球化的分配出现了问题。美国认为分配出了问题，就应该更多争取自身利益，

从其他国家那里拿一部分过来。而不是协调自身国内分配问题，从通过做大全

球化的蛋糕来解决问题。中国则认为，应该通过全球化来做大蛋糕，让更多国

家享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好处。所以美国就略显保守，中国则提出开放的“一带

一路”倡议。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版全球化超越了普通的贸易、投资、金融，还

增加了发展的内容，更加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中国明确提出，“推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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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是中国与世界

各国的共同责任”。这是中国版全球化的理念，践行这一理念，各国才能共享发

展。

当今世界，只有经济全球化继续向前推进，才能更好地发展世界经济，后

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复苏才能更加稳健和可持续。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

经济体，虽然相对实力有所下降，但依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中国作为

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虽然越来越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化，但只有得到美国的

配合才能更好地为世界谋福利。作为美国而言，只有解决好国内的分配问题，

才能更好地推进全球化。可惜，美国对全球化的动力削弱，特朗普任期内改善

的可能性不大。从中长期来看，美国对待经济全球化的态度也充满不确定性。

对待全球化，美国减速、中国加速期的局面将会持续一段时期。在未来一段时

期，中国版全球化将成为推进全球化的重要力量，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区域经

济一体化、解决发展问题、塑造符合大多数国家利益的经贸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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