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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处于巨变之际，中国作

为新兴国家的代表，正在世界舞台上崛

起。继 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之后，2017

年 3 月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以“直面经

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为主题，

广集全球政商学各界人士参与，而刚刚

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更是旨在促进全球经济合作与

融通。中国向世界展示了维护全球化的

坚定决心。

全球化深刻影响人类文明发展

一般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

社会已经历了两轮全球化历程。第一轮

是以英国主导，主要表现形式是在全球

范围内开拓殖民地，掠夺原材料 ；第二

轮以美国为主导，主要表现形式是贸易

全球化以及与之伴随的资本、信息、人

才的全球流动。历史地讲，这两次全球

化都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将原本分

散、独立发展的各地区市场联通为全球

大市场，一方面生动再现了“市场秩序

的自动扩展”，另一方面也实现了人类

社会贸易与财富的空前增长。

但正如哲学家所言，一个事物在产

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总是同时在生成它

的对立面。历史上英国主导的第一次全

球化曾遭遇到了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激烈

反抗，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而现在美

国主导的第二波全球化正在遭到其本国

人民的抗拒，也进入到逆向时期，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之后，一些

国家和地区已相继出现了逆全球化、反

全球化的思潮和行动。以 2016 年英国

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竞选结果出台为标

志，逆全球化更是一浪高过一浪，2017

年也因此成为“黑天鹅”纷飞的一年，巨

大的不确定性笼罩全球。

新全球化时代正在到来

“时势造英雄。”巨变之际，也是国

家与国家之间的影响力、领导力发生重

大变化的时候。二战之后，美国继英国

之后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而现在中国作

为新兴国家的代表，正在世界舞台上崛

起。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其中发挥重

要作用的全球化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有

着重大的差别，可称之为“新全球化”。

新全球化之“一新”者，首先在于主要是

促进全球各国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同时

尊重各国人民基于历史、文化、传统所

形成的政治体制、价值观，“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新全球化之“二新”者，在

于更加注重包容增长，即国不分大小，

地不分东西，都有权利从全球化中得到

应得的份额。新全球化之“三新”者，在

于其主要动力机制是以互联网为载体的

信息技术所催生的数字经济所形成的

新兴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新全球化之

“四新”者，在于需要对二战以来形成的

全球治理格局进行调整，新兴经济体将

在全球治理中获得制度性的话语权和更

大的表达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长

足的增长。2016 年，中国 GDP 总量达到

74 万亿元（11 万亿美元），成为继美国之

后的世界上第二个超过 10 万亿美元的

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接近 15%。

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国经济已

与世界经济紧密融合在一起，中国从全

球化中既自身受益，也希望广大后发国

家能迎头赶上，加快自身发展，提升本

国人民的福祉。为此，中国愿意并将成

为新全球化引领者和重要参与者，守护

世界经济的大船行稳致远。

新全球化呼唤新的治理机制

一是要提供新全球化的相关制度。

制度是行动的规则。二战以来，联合国、

世界银行、IMF 等作为协调机构，在协

调各国的政治、经济方面发挥了重大作

用，对人类历史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这一建立于其时其地的全球化协作机

制，放到今天已不能完全反映过去几十

年间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更不能反映

广大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利益诉求，需要

进行适应性更新。

二是要构建新全球化的协作平台。

全球化意味着各个国家通过经贸往来紧

紧联系在一起，而且思想相互交流、文

明相互融通，这中间当然是既有竞争又

有合作，既风平浪静，也免不了冲突。

为此，迫切需要新的合作平台来加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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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之间的沟通和协调。

三是要创制新全球化的相关机制。

新的全球化不仅需要充分利用和发挥

原有的国际协作机制的作用，更需要根

据情况变化和新形势的需要，创制出适

应新需要、回应新诉求的新国际协作      

机制。

“一带一路”是推动新全球化的

关键之举

近年来，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并努力提供与新全球化相适应的平台

与机制，“一带一路”就是其中重要之

一。从范围上看，“一带一路”贯穿欧亚

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

欧洲经济圈，沿线涉及数十个国家，在

世界版图中占有重要位置。但是，由于

种种原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又多

为欠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

落后，对于电、道路、港口、码头等“经

济起飞”所需要的各类基础设施特别欠

缺、需要巨量投入。相对而言，我国经

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各类基础设施

的生产能力极强，如道路、桥梁、房屋

等的修建能力和水平都是最强的，完全

具备向沿线国家进行输出的条件。客观

地讲，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整体进入工

业化后期，转型升级势在必行，也需要

拓展海外市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

出，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趋势。从路线

上看，“一带一路”向东是扩展海路，联

通南亚与非洲，向西则是通过铁路、港

口等联接中东与欧洲，空间巨大。经由

“一带一路”，一方面使我国的工业制成

品能在十天左右的时间内快速运送到

欧洲市场，达到拓展市场的目的，另一

方面也将欧洲、中东商品带回到国内市

场，满足国内老百姓消费升级的需要，

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互利互惠。历史

地看，贸易的线路也就是财富的线路，

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也将同时发生人员

的高频往来、信息的相互流动、资本的

融通等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度大

为增强。更重要的是，不同文化、宗教、

历史各国人民在相互交往中，还将极大

地增进相互理解和认同，有利于形成一

些对于稳定世界秩序至关重要的理念和

价值观，为区域乃至全球的繁荣与稳定

奠定基础。所有这一切，都将带动全球

市场的扩大、生产的增加和整个经济的

繁荣，能极大地增进世界人民的利益，

迎来更长时间的和平与发展。

历史的确有时惊人的相似，但历史

也不会完全重演。回顾历史，我们从中

得到的重要认识之一是，全球化不可能

中断，最多是变化一种发展形式。究其

原因，是因为全球化本身并不是由个别

国家推动的，而是基于人类社会科技进

步、产业变革的必然之举，而是因为市

场经济作为一种秩序，一旦展开，就从

未主动或被动地回到原点。只要看清这

一点，就可明白所谓逆全球化、反全球

化不可能成为世界发展的大势和历史潮

流。以“一带一路”为标志，中国正在成

为引领新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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