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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全球化”不符合历史大势（新论）1

面对全球化的“涡流”，不能以封闭对抗封闭，而必须推行更大范围的开放 。

团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中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共同推进经济全球化

进程，开辟属于未来的新天地。

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支持开放、

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

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为我国进一步扩

大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

从全球范围看，近些年经济全球化遭遇“涡流”。历史上，欧洲的对外扩张

与工业革命被视为经济全球化初期的两大动力，推动了全球产业分工。特别是冷

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市场体系深刻影响着世界，全球产业分工快速发展。结果

是，发达国家占据了绝大多数产业的高端部分，低端部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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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部分则分散在发达国家与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全球化趋势总体上提升了

全球福利水平，但也加速了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进程，部分劳动者成了“全球化

受害者”，他们的诉求构成了这一波发达国家中逆全球化思潮的民意基础。

反观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

发展中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并希望进一步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

因此支持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更高质量、更均衡的方向发展。同时，发达国家的比

较优势还是集中在产业链的高端，并贡献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大部分，这些领域的

从业人员、各类机构的中高阶管理人员与部分基层人员，仍然是经济全球化的坚

定支持者。因此，从更长远的时间线索看，部分发达国家出现的逆全球化思潮是

局部的、片面的，是支流。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中国经济保持了数十年的快速增长，成为全球第二

大经济体。这样的成就表明，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只有不断扩大对外开放，

积极参与全球竞争，才能激发出巨大的发展活力。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内外两方面的挑战。从国内看，劳动力成本上升，

环境压力较大，投资拉动型经济面临瓶颈。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加快转变粗放的

经济增长模式，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城市化以释放消费

需求，进一步改革职业教育体系以助力制造业升级，通过科技创新培育全球优势

产业从而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在国际方面，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都会增加未来的不

确定性。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尽管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但中国只在少

数产业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因此，面对经济全球化遭遇的“涡流”，中国不

能以封闭对抗封闭，而必须推行更大范围的开放。一方面以开放促改革，扫除经

济发展障碍、释放中国潜在的比较优势，促成中国经济从“大”到“强”的转变，

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也要团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

家中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共同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开辟属于未来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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