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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蔡昉 

 

    美国对中国及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大打贸易战，不仅是一种针对他国的霸凌行为，而且极大地

危害着全球经贸秩序，造成巨大的负外部性，旨在阻挡甚至逆转经济全球化。然而，无论是当今

世界经济格局和大趋势，还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以及第

一大外汇储备国的中国的因素，都注定了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而美国是经济全球

化的重要参与者和获益者，这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国际关系中的霸凌行为也不可能使自己“再

次伟大”。 

    一、世界经济格局多元化和发展中国家因素 

    当前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的全球化，以往从未有过。 

    首先，贸易不再是东西之间、南北之间割裂下的发达国家内部贸易，而是不同发展水平国家

之间依据比较优势进行的贸易。例如，高收入国家出口以中低收入国家为对象的比重，从 1990

年的 12.9%提高到 2017年的 29.1%，进口则从 14.8%提高到 34.2%。 

    其次，经济趋同现象第一次发生。1990 年至 2017 年期间，从各收入组别的平均水平来看，

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实际增长速度都显著高于高收入国家。结

果是中低收入国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 22.0%提高到 35.3%。中国在中低收入国家 GDP总

量的占比，则从 9.9%提高到 36.0%。全球经济趋同也创造出全球减贫的显著成绩。 

    美国和其他高收入国家也从全球化中获得巨大利益。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和对发展中国家的

投资，使资本所有者，从跨国公司、全球投资者到华尔街金融机构，赚得盆满钵满。但是，资本

所有者在政策决策中具有很高的谈判地位，低收入者和中产阶级未能充分分享全球化的收益。 

    美国的国内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对此难逃其咎。绝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以及美国社会舆论对

此看得很清楚。社会再分配的差异，把美国与瑞典截然区别开来：最富裕 20%人群拥有全社会财

富的比例，瑞典是 33%，而美国高达 84%。 

    嫁祸于中国和其他贸易伙伴，无非两种可能性，要么是缺乏经济学方面的基本常识，要么是

转移矛盾，不惜以伤害全球经济和贸易伙伴利益为代价，为自己增加选票。不管怎样，这种做法

从思想方法上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对其他国家也好，对自己的选民也好，有百害

而无一利。 

    二、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动机和稳定器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1990 年进入前十位经济体以后，中国以其巨幅及稳定的经济增量，

对世界经济作出显著贡献，尤其表现在贸易扩大、经济趋同、快速减贫等方面。1990年以后，中

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增量贡献超过了 10%。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这一贡献更是始终保持在

30%左右。1990年至 2017年期间，如果没有中国经济及其增长，世界经济会损失 0.43个百分点，

即增长率会降低 15.4%；2007年至 2017年期间，这个损失则会高达 0.61个百分点，降低幅度可

达 25.6%。 

    美国同样高度依赖世界经济。其制造贸易争端并不断升级，试图打击中国经济，阻挠中国的

发展，必然以极大的程度损害世界经济增长，甚至有可能使世界从现有成就上倒退。 

    这种倒行逆施对美国经济自身会怎样呢？国际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现象，可以叫做“外溢”

引致“回溢”，于今而言，美国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巨大负外部性，在伤害其他国家之后，终究会

形成反向影响，使自身经济反受其害。 

    三、扩大改革开放：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贡献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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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对于贸易战的升级，我们并非没有准备。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我们必须始终保

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

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

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美国一意孤行升级贸易争端，充其量就是“黑天鹅”和“灰犀牛”两种事件的组合，都在中

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预判之中。所以，事态发展绝不会干扰中国的战略部署和实现两个一百年

目标日程。 

    放弃反制、坐以待毙绝非面对挑衅的通常做法，更不会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之所为。

换句话说，中国对世界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贡献不在于此。中国在维护全球规则和秩序、稳定世

界经济方面的作为，都要靠坚持和扩大改革开放。从过去 40 年的经历，中国深深懂得，改革和

开放都会带来真金白银甚至立竿见影的红利，是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关键所在。外部压力不会减弱，

反而只会增强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紧迫感。 

    总的结论是：第一，美国破坏全球贸易秩序、伤害世界经济增长，乃至阻挡经济全球化不得

人心。第二，美国不断升级贸易争端，会给世界经济带来破坏作用，不仅造成中美双方损失，也

直接伤害其他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第三，这种行径必然激起各国的反对，

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制定国际经贸规则，发展中国家因素必将发挥重要作用。第四，中国不想战、

不恋战、不怕战，以战反战是合理的做法。同时，将进一步做好自己的事情，推进改革，用改革

红利稳定增长，用社会政策稳定民生，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维护经济全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