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站在全球化一边
几十年来，随着全球市场不断拓展，商品和服

务能够更快地在全球范围内分销，更多元化的合作

关系、更低的成本、更便捷的人才服务......这都是全

球化带来的红利，在美好的时代里，看似无限的市

场增量总是让人备感期许，许多国家都从全球化中

得到了发展红利。

正如 WTO 总干事奥孔乔·伊维拉在其报告中

所说，“1945 年后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建立在这样一

种理念之上的，即各国之间通过加强贸易和经济联

系而相互依存，将促进和平与共同繁荣。 在过去 78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 这一理念指导着政策制定者，

并为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生活水平提高和减

贫时代奠定了基础。 ”

然而，各国之间通过增加贸易和加强经济联系

而相互依存的想法正受到“去全球化”立场的攻击。

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用于计算

一个国家进出口对其经济的相对重要性）是衡量贸

易开放度的一个指标。 我们发现这一比率在 2008

年之前稳步上升， 却在全球金融危机后骤然下降，

到 2011 年，虽已恢复，但踯躅不前。

近年来，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种贸易摩

擦现象频繁发生。 贸易战、“小院高墙”、地缘政治不

稳定、区域间“关税战”势头不断上行，这是全球化

的巨大威胁，也让一些人认为，“去全球化”的时代

已然到来。 “慢全球化”“去全球化”“再全球化”等新

词汇不断涌出，每种词汇背后都折射出不同的立场

和事实。

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利害相关，绝大多数

国家都不愿被迫选边站队， 认为只有携手共进，才

能创造更好的未来。 中国也在积极促进多边合作，

和多国一起下好“互利共赢”的大棋。

30 年来，《国际金融报》对于全球化的相关思潮

与大事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思辩，并展现了中国

在全球化浪潮中收获的益处、受到的挑战，以及帮

助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摆脱贫困、 促进发展，

我们从出生到现在，一直为发展全球化而鼓与呼。

世界携手推进合作 “去全球化”声音下的中美贸易战 中国坚定不移把握全球化大势

随着全球化进程

不断发展， 全球同冷

暖， 跨国行业间合作

不断加深， 这样的时

代背景让全球兼并成

为可能。

G20 论坛是当下主要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之一，它的构成

兼顾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地域的利益平衡，是全

球化的有力体现。 《国际金融报》关注了 2017 年在德国北部城

市汉堡举行的 G20 第十二次峰会，多国齐聚一堂，共商如何把

贸易的“汉堡”越做越大。

受新冠疫情影响， 全球

供应链在 2020 年上半年经

历了大崩溃， 全球经济贸易

受损，在高度全球化的当下，

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为此，

《国际金融报》 发表专栏文

章， 认为在共同的经济危机

来临之时， 世界更需要站在

一起共同合作， 相互理解和

信任。

特朗普上任后，不断挑起中美贸易矛盾，给两国合作带来

了非常负面的影响。 从 2022 年至今，美国政府不断以“国家安

全”为由，出台一系列对华出口芯片的禁令，以《芯片法案》为法

律依据，禁令版本不断更新，程度不断加深，干扰了正常的市场

交易，严重影响了有关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小院高墙”（Small Yard, High Fence）这个诞生于特朗

普时代的词汇， 现如今也成为拜登政府新的对华策略。 尽管

2023年 6月至 8月，美国多名重量级高官访华，并接连表态无

意对华“脱钩”，但做的却是另一回事。当地时间 2023年 8月 9

日， 美国酝酿已久的对华投资审查政策落地。 至此，“小院高

墙”策略再迈出关键一步。 《国际金融报》用扎实的采访、生动

的语言，将美国说一套做一套、作茧自缚的矛盾行径展现得淋

漓尽致。

中国是全球化以及与

此相辅相成的全球治理体

系的受益者、贡献者和捍卫

者。 近年来，中国“朋友圈”

不断扩容，通过各类协商机

制、国际组织、贸易政策，中

国不断积极融入全球化的

大局中。

2020 年 11 月 15 日，东盟 10 国和澳大利亚、中国、日本、韩国、

新西兰共同签署了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该协议在

2022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 标志着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

航。RCEP涵盖国家、地区众多，参与方可以从中得到“真金白银”的

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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