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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亟须增长动力1

“在分化的世界中加强合作”，世界经济论坛 2018 年年会以此为主题，着眼

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希冀集合全球智力，共同思考如何应对分化世界的

乱象，回应经济全球化受挫的现状，谋求经济增长新动能等重大的全球性议题。

我们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差的时代”。谓之好，经济社会的

发展进步大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世界总体和平与稳定；谓之差，以往难以

设想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不断涌现。我们熟悉的世界及其影响变量在发生改变，有

的影响因素依然在发生作用，但摆在我们面前更多的是不确定性。特别是近年来，

关于全球化的讨论出现偏转。全球化大潮带来通信、交通和经贸空前便利，创造

了在过去任何时代都无法实现的财富。如今人们谈到全球化则是另外一番语境：

金融危机扩散，加之全球增长动力消退，不少人开始怀疑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

化的影响。以往挥舞自由主义大旗的欧美国家，却一反常态首先站出来反对全球

化。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都体现出明显的反建制主义思潮。如果说全球化代表的是一个一体化

的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开始出现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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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国家愿意为维护世界秩序、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公共产品承担责

任，那这个世界将更加分化乃至无序。全球化是把双刃剑，但我们也无法否认，

整个世界已经陷入一张高度复合相互依存的关系网之中。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

各类全球性问题，唯有通过加强全球性合作予以治理。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生活在

与世隔绝的“孤岛”之上，免受诸如经济危机、贫困与不均衡发展、难民危机和

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的侵害，或仅凭一己之力就能够独立应付这些问题。

放眼世界经济，从短期看，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态势喜人；从中长期来看，

增长放缓的趋势依然存在，增长动力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指出，世界经济几近满负荷运转，以

往适用的短期刺激的政策工具效用堪忧。报告建议各国政府大力推动改革，改善

基础设施建设条件。然而全球范围内的基础设施投融资缺口巨大，且不断增加。

目前全球 60%的人口未接入互联网，12 亿人口缺电，1/3 农村人口没有公路。全

球基建资金缺口上万亿美元，然而投融资一直存在瓶颈。根据 G20 框架下成立的

全球基础设施中心新近的数据，这一资金缺口将于 2030 年达到 10 万亿—20 万

亿美元。如此大的资金缺口只能依赖更多的国家、平台、多元化融资等渠道。

此外，除了中长期的增长问题，全球经济治理还须警惕不断涌现的各类非传

统安全问题。它们治理难度高，对全球公共产品需求量大。在新旧领域内，治理

规则的缺失和治理资源的赤字都将威胁世界经济的稳定与繁荣。

中国显示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坚定决心。2017 年 1 月，在全球化遭遇空前挑战之际，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

演讲，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和态度。中国在实际行动中践行了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深入贯彻“一带一路”倡议精神、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赢得国际社会赞

誉。

2018 年伊始，中国在本届达沃斯论坛年会上的发声将再次受到世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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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围绕全球议程、地缘政治议程、经济议程、区域议程、行业与商业议程和

未来议程等议题发出声音，做出表态。“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国愿意与世

界各国一道，积极筹谋，有效应对，合作治理，共谋发展，共享增长。

I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