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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场与新冠肺炎疫情的遭遇战，主战场已由中华大地转移到世界各大洲的众

多国家。全球战“疫”，让“全球化”“地球村”如此生动直观地呈现在人们面

前，也使人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瑰丽光芒。然而，世界并不

如善良的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前行。近年来特别是疫情发生以来，各种逆全球化思

潮、民粹主义、单边主义思想可谓“潜流暗涌”。那么，在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的今天，我们如何全面理解全球化？如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湖

南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主任

任琳副研究员。 

1.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全球的经贸往来、政治外交不断密切、不断加强。 

 

* 作者：任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 https://cms.voc.com.cn/hnrbdzb/article.php?kid=1444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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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您好！新冠肺炎成为世界必须共同面对的难题，突然让人们从一

个痛苦的视角对“全球化”有了直观的感知。能首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全球化的

来龙去脉吗？ 

任琳：关于全球化的起点有很多争议。比如有一些历史学家说，全球化开始

于 1492 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理由是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新大陆的发现，

开启了更多的跨境交往。虽然早期的交往带有一定的殖民主义色彩，但随着各大

陆之间的交往活动不断频繁，世界的确变小了。而一些研究经济史的学者会说，

驱动全球化进程的是三次工业革命，逐渐地让这个世界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

我想，不管是赞成哪一种起源说，都需要首先回答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什么是全

球化，全球化的概念是什么，进而给出自己的答案。 

我认为，所谓的全球化，其实就是指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交通、通讯

等技术进步，各种跨境交往活动愈发频繁，国家以及各种行为体彼此相互依赖，

地球变得更小了、越来越像个“地球村”了的一种现象。对于什么是全球化，老

百姓的感受可能很直接，很具体。比如普通家庭的跨境旅行越来越多，公司的跨

境商贸活动越来越多，出国读书的留学生越来越多。可以说，全球化就在我们的

身边。这些都让我们感受到各国之间、各地区之间，甚至普通人之间的联系越来

越紧密，有时甚至是“你中有我，难分彼此”。 

所以，去描述全球化的时候，我们常常考量的是国际经贸活动的增长，全球

价值链的形成和全球范围内劳动分工，以及在全球范围内资金流、货物流，还有

技术知识和人口的流动等。这些，都是全球化的具象。 

2. 主动参与并积极引领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取得成功的一大秘诀。在全球

战“疫”的当下，世界非常期待中国的声音。 

湖南日报：以 2001 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开端，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

进程已经有 20 年。这 20 年，我国经济发展可谓突飞猛进。是否可以说，主动参

与并积极引领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取得成功的一大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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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琳：是的，主动参与并积极引领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取得成功的一大秘诀。

中国更深更广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它的起始点就是 2001 年我们正式加入世贸组

织。在这 20 年里，我们经历了认识经济全球化，到融入经济全球化，再到参与

引领全球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我们引进吸纳了

大量的外资；我们学习和引进了大量先进的技术。随着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深度

广度的提高，我们的国力也“水涨船高”。可以说我们是全球化的获益者。而且，

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从一个初学者、“跟跑者”，慢慢变成了“参

与者”，在某些领域甚至成了“领跑者”“引领者”。 

尤其在当下，经济全球化遇到了一定的问题。比如说某些大国引发的贸易保

护主义思潮、退出国际组织等全球多边治理机制的行为，不仅使全球化的进程受

到了挫折，亦致使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再次加剧。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世界

还是非常期待一个全球解决方案，亦希望听到中国声音和中国智慧的。我们需要

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全球化？我们该如何引导全球化的前进方向？我

们该如何应对全球化的问题并促进全球合作？我想，这个问题在全球战“疫”的

当下，肯定更加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3. 全球化是一个不对称的、相互依赖的过程。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

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处于一个相对劣势的地位，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全球

化具有工具属性，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把双刃剑。 

湖南日报：由于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主要是由少数强国主导和推动

的，因此就有不少发展中国家认为，所谓的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的“陷阱”。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点产生？其现实根源和依据是什么？ 

任琳：您提出全球化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的陷阱这个问题，我想可能源于您看

到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些负面溢出效应。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这个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受到损害，因为发达国家可能会利用“剪刀差”从国际经贸

中获益，发展中国家被“薅羊毛”。 

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处于一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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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劣势的地位，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回答“陷阱”说，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两个群体的不同视角来分析。 

在过去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全球化对发达国家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获益

是当然的。比如说剪刀差，比如说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以获得更大的利润。同

时，发达国家主导了原有的多边秩序多边规则，然后利用这套多边秩序多边规则

为自身服务，通过金融、债券等为自己谋利。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实力逐步

增强，经济全球化慢慢的也给发达国家带来一些负面溢出效应，产生了负面影响。

比如在最近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

“逆全球化”现象，却是来自以前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益更大更多的部分欧美

发达国家，它们做出了一些保护主义的姿态和“逆全球化”的举动，不愿意继续

承担国际责任，不愿意继续维持这个全球化的国际秩序。但是比较而言呢，实际

上发达国家从经济全球化当中的获益要远远大于它的受损程度。 

而分析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获益和受损情况，不难发现，由于发达

国家利用剪刀差的理论，利用他们所主导的国际规则在这个贸易、金融和债券市

场获得了不对称的利润，使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一个实际上的受损者。

正是基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当中的结果，就有人认为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的一

个陷阱。 

但是，我想说的是，经济全球化是具有工具属性的，发达国家也好，发展中

国家也好，都不能简单地评述全球化有益还是有害。 

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我们需警惕在不对称

的相互依赖当中可能会受损害，可能会陷入某些陷阱，会被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

低端。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认识到全球化也能带来益处，对于发展中国家也意

味着一些机遇。比如说，它能够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来自世界市场

更多资本的支持。同时，我们可以吸收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对产业

结构进行调整升级。 

如何趋利避害、兴利除弊？这个问题值得发展中国家审慎思考。相对弱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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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必须提高自己的自主研发的能力、抵御国际竞争风险的能力、创新的

能力，以及适应并且利用国际规则去保护自己国家利益的能力。 

4. 防范不公正、不合理的所谓国际经济新秩序，要厘清全球经济治理中存

在的制度非中性问题。“再全球化”也需引起关注。 

湖南日报：有人认为，少数强国追求的全球化，是一种更加不公正、不合理

的所谓国际经济新秩序。国际社会应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倡导建立更加公正合理

的全球化？ 

任琳：这个问题，我想主要讨论的是一个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存在的制度非中

性的问题。 

由于一些历史性的原因，在二战之后建立的这套国际经济秩序中，发达国家

具有相对优势的话语权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相对劣势。因此，我们感受到了多

边秩序存在一定的制度非中性现象。 

所谓制度非中性，就是说这套规则、这套秩序，更多的体现和维护了部分国

家的利益。对这个问题，近几年我们讨论得比较多。比如说，由于以中国为代表

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为世界经济增长做的贡献越来越多，更加积极

主动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大量的全球公共产品。但是由于制度非中性的

问题，由于历史性的原因，我们的贡献跟我们的收益是不平衡的。所以，在这种

背景下，我们也提出希望对全球多边治理机制进行改革，能够基于我们对于全球

经济治理做出的贡献，在制度设计中更多体现我们的话语，使获得利益与做出的

贡献相匹配。比如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推动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

世界银行投票份额改革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其实，当前除了制度非中性的问题，还有一个“再全球化”问题需要引起我

们关注。所谓的“再全球化”现象，指的是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群体希望重塑一

套更加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全球经贸规则体系，借助“再全球化”的途径进一步

强化制度非中性，进而维护自身的利益。这个，可能对我国以及新兴国家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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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的国家利益带来潜在的挑战和压力。对此，我们要警惕这种“再全球化”

企图，避免新的制度非中性现象出现。另一方面，要拿起国际规则这个武器来保

护我们的利益。此外，我们在一些新兴的领域，比如说电子商务、5G、人工智

能等等一些新兴的技术领域和经济行为当中，要积极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制定过程

当中，避免我们未来受到非中性制度的伤害。 

5. 全球化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它更多的是一种工具属性。“逆全球化”

潜流暗涌，不能仅仅归咎于全球化本身。 

湖南日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们看到，当前，“逆全球化”潜流暗涌，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甚嚣

尘上，世界格局和秩序面临严峻挑战。请问，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任琳：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有必要为全球化正名。为什么呢？因为全

球化它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并没有什么好的全球化和坏的全球化。全球化本身，

它只是一个对于世界各国、各地区、各种行为体之间的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一

种描述，提供了一个让世界变得更小的这样一个工具载体。因此，全球化本身并

无好坏之分，它更多的是一种工具属性。但是，在不同群体的国家、不同群体的

利益集团、不同群体的组织机构之间，由于大家对全球化，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就产生了各种是是非非，进而产生了全球化是好还是坏的判断。 

当前之所以出现“逆全球化”，我认为是因为有部分国家或利益相关方，认

为全球化它具有不好的一面。比如有人会抱怨，由于经济全球化，导致很多制造

业企业外流、工人失业率上升和收入差距拉大等。于是就发生了英国脱欧的事件，

以及美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这种“逆全球化”的行为。但是实际上，对于全球化

的这种批判并非完全客观。因为全球化虽然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但它也带来了

发展，关键是面对全球化，各国是否有充分的认识和理性地应对。 

当前，各种负面效应不断发酵，导致“逆全球化”潜流暗涌，不能仅仅归咎

于全球化本身，而是要思考这么几个问题：在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国是

否认识到经济社会改革、税收的二次分配、收入差距的宏观调控、深层次族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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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化解等问题，并具体诉诸于行动。国家内部的各类经济社会的矛盾解决了，

才能抵御来自全球化的一些负面溢出效应。所以，要批评的不应是全球化本身，

而应是在不同的国家也好群体也好，应对全球化所做的一系列工作没有到位。 

比如说失业问题。有些发达国家仅仅把这个问题归咎于全球化。但是实际上

失业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技术进步了劳动力需求减少了，比如效能降

低导致产业转移等。从某种意义来讲，它属于一种经济发展和全球化扩散过程中

的阶段性现象。面对这些现象，应该是积极主动地应对，而不是简单的去诟病全

球化。 

总之，全球化具有了负面溢出效应，不仅仅是全球化这种外部原因所导致的，

各国内部的经济社会矛盾亦是负面效应发酵的重要原因。 

6.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应对全球化问题提供了指导思想、基本理念和

方法途径。全球治理全球合作，才是我们解决各类全球问题的有效方式和根本

途径。 

湖南日报：不管怎么样，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全球化

仍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解

决全球化中存在各种问题的“钥匙”吗？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推动建设一

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全球化？ 

任琳：其实，世界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全球化？我们希望全球化是个什么样

子？这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 2017 年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就给出了一

个非常明确的回答。他提出，全球化的方向，应该是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更为充

足的动力，提供更有效的全球治理，实现更加平衡的全球发展，推动经济全球化

的进程更加具有活力、更加包容和可持续。 

这应该是总书记为经济全球化、为全球经济治理开出的中国药方。 

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各式

各样问题提供了指导思想、基本理念和方法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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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能为我们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各式各样的全球问题提供

一种思路、方式和途径。前面我们说过，全球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把世界的联

系变得更加的紧密。一方面，它为大家生活和交往以及开展经贸活动提供了非常

多的便利。当然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比如说传染病的跨境传播更

快，像这次新冠肺炎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再一个是，跨境的恐怖活动、全球性的

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等问题的周期性出现。面对这种全球性问题，我们尤其需要

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共同提供公共产品，予以全球共同治理才能够解决。全球

治理全球合作，才是我们解决各类全球问题的有效方式和根本途径，没有任何一

个国家面对这些跨境的、非传统的、破坏性非常大的全球问题的时候能够独善其

身。而这些问题的治理，也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能力范围所能及的，必须需要世

界各国的通力合作。这恰恰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恰

恰提供了这样一种解决全球问题的思路方式和途径。 

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一个中国版

本的对于什么是更好的全球化的蓝图，是中国为全球治理开出的“药方”，是中

国智慧的体现。一个更好的全球化，应该是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合作共赢

的全球化，是更加美好的全球化。实现这样的全球化，需要我们坚持人类命运共

同体思想，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也需要世界各国都能够认识到我们的共

同利益，能够认识到我们面临的共同的挑战，进而实现互利共赢。 

最后要补充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必然存在着共同利益和冲突利益。但是

当我们面对全球化带来各式各样的全球问题时，共同利益就远远大于了我们的冲

突利益。在这种状况下，特别需要大国能够放下成见，塑造互信。同理合作，共

同治理共同塑造一个更加美好的全球化的未来。疫情当下，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全

球化受挫，人流截断、货物流不畅，投资者的恐慌情绪蔓延。而人流、货物流、

资金流都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也是以往世界繁荣与发展的重要支撑。全球化将

走向何方？我们只能依赖于切断全球化来拯救人类社会吗？断然不是。我们需要

的是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各类全球问题，积极引导全球化进入更为开放、包容、

普惠、平衡、共赢，特别是更为互信、互助的轨道。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