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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去全球化*

豪尔毛伊·彼得

这些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全球化的未来会是什么？面对美国和中国
之间的竞争、某些贸易政策限制，以及威胁全球生产链的冠状病毒疫情的后
果，一些观点因此甚至认为这可能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全球化的世界经济
确实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确定主要变革方向是一项不可避免的经济任务，
同时也是长期经济政策行动的前提。

 
《经济文献杂志》（JEL）编码：F02，F10，F15，F20，F42，F51，F60，F62，F68
关键词：全球和区域一体化；去全球化；保护主义；外包；全球价值链
（GVC）；碎片化；生产力溢出；无形资产；“大象曲线”

一，全球化的本质全球的和地区的一体化

全球化是一个涉及整个世界的深刻进程，其基础是世界经济的发展情情
势。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其定义维度是全球一体化。一体化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过去的70多年得以积极发展，并成为20世纪下半叶的主导
趋势。

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如下：
●国际贸易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不断增加；
●国际货币和资本流动速度加快；
●外资比重不断增加；外包、全球价值链的发展；移民；
●信息、无形资产和知识的全球流动；
●打破贸易和投资的政治行政壁垒，
●国际组织和国际法规的发展；全球治理的需要；
●政治、文化和环境因素的影响、相互作用，增加了世界经济中的相互

依赖 （interdependence）。
全球化是一个综合的过程。通过全球贸易、金融、通讯、移民和运输网

络实现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一体化。
其定义要素为衡量和评估全球化的现状和进展提供了机会。国际化指

标，例如国际贸易、资本投资、移民、国际组织的形成或国际通信的发展 
（卫星广播、海底电缆、洲际移动电话连接等）也可衡量地表明这些过程的
发展。它们提供了识别和评估新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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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维网及其提供的机会已成为全球化的象征。情况与自由化类似：贸易
自由化、私有化或放松管制的发展和影响。与此同时，围绕所谓的新自由主
义全球化概念出现了激烈的争论。该过程的假设或真实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每个参与者或观察者接受或拒绝的意见。

近几十年来，全球一体化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决定性的新现象。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可参见：Palánkai等，2011）在当今的世界经济中，
一体化进程发生在区域和全球层面。从一般意义上讲，一体化就是统一化、
整合化。但在整合的过程中，其组成部分并没有失去其特性。

全球化的概念与一体化和转型的过程密切相关。全球化作为一个过程，
将曾经分散的市场联合成一个更广泛的关系体系。在分配过程中，地理和政
治限制的重要性逐渐减弱。资本的流动是由回报驱动的，人口的迁移是由就
业和金融进步驱动的。所有这一切都得益于知识和信息的快速流动。世界著
名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N. Bhagwati）将全球化定义为一体
化：全球化是各国经济通过贸易、外国直接资本投资、短期资本流动、人员
普遍国际流动和技术流动融入国际经济（Bhagwati，2007[2004]）。

全球一体化本质上是市场一体化。同时，一体化进程是由政府、国际组
织和企业界一道有意识推动的。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和联系几乎影响到社会生
活的所有领域。全球化的关键时刻是打破划分世界的壁垒。人们在行为上、
法律上、语言上、文化上或心理上都变得越来越有能力，无论身在何处，都
可以相互联系。

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各国聚集在超国家的、以领土为基础的组织中，
以改善合作并缓解现有的紧张局势。这些合作以不同的方式和程度，旨在实
现人员、劳动力、货物、产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它通过区域线索与全球化
联系在一起，但又并不完全相同。

全球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相互叠加、紧密联系、相互作用。（在某些方
面，它们可以互补，甚至相反。）一些国家之间的全球和区域一体化就是国
际一体化。

二，全球化处于停滞？

在全球化的新兴进程中，过去十五年出现了明显的停滞。2008–2009
年2010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导致世界贸易暂时下降10%以上。尽管2010
年之后贸易大致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但其相对于世界GDP的比例不再增加
（EC，2017；见图1）。

国际资本流动比2000年代初期温和得多（见图2）。国际移民——尽管
它具有核心重要性并已成为一个政治话题——却非常微不足道：1990年以
来，全球移民人口的比例从2.9%增加到3.4%仅增加了半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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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11：世界贸易占世界GDP比重的发展：世界贸易占世界GDP比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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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22：近：近2525年全球化主要动力的国际流向年全球化主要动力的国际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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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最广泛的全球化指标，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全
球化（综合）指数自2007年以来几乎没有增长，基本停滞不前（图3）。金
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之前，部分原因是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但在过去十五
年里，跨境金融投机和欧洲国际银行贷款大幅减少。这并不是一个负面趋
势：2007年之前的情况在很多方面都不健康。目前，金融世界更加平衡，
更能抵御危机，尽管全球化程度较低。

国际贸易自由化是有案例的。一些政府正在转向传统的，或者更确切
地说，非传统的非关税保护主义工具。所有这些都威胁到世界贸易的一体
化，这是全球化的基本维度之一。全球贸易在过去十年失去了往日活力的
事实也指向了这个方向，问题是其增长是否会恢复往日的速度。在金融危
机之前，全球贸易占GDP的比例迅速增长。从1986年的41%上升到2008年的
61%以上。从那时起，这一比率基本上停滞不前（见图1，Wozniak – Galar 
2018）。考虑到更加复杂且有时充满敌意的全球贸易关系环境和不断变化的
经济驱动力，自所示日期以来世界贸易的扩张大致与产出的动态平行，或者
有些滞后（WTO，2022）。鉴于这些趋势，需要对导致全球贸易放缓的因素
进行概述。

图图33：：19701970年至年至20202020年间全球化指数的演变年间全球化指数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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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贸易碎片化风险

为了说明上述情况，值得回顾一下欧盟的国际贸易趋势。金融和经济
危机以来，欧盟对外贸易特别是服务贸易的增长超出了全球趋势。此外，
随着一体化的发展，2000年至2021年间，欧盟货物贸易占GDP的比例增加了
10个百分点：从57%上升到67%。（这一增长得到了欧盟对内和对外贸易政
策的支持1。）欧盟服务贸易比重增长快于货物周转，从2000年占GDP的14%
增至2021年的26%。同样，欧盟经济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在2008年之前迅
速上升，此后相对保持稳定。外国增加值在欧盟伙伴国的出口中（“前后
参与”—— “backward participation”），从2000年的12.7%上升到2012年
的17.3%，然后下降到2018年的15.8%。欧盟内部的增加值在伙伴国的出口
中（“前向参与”—— “forward participation”），从2000年的14.9%增长
到2008年的16.5%，然后在2018年增长14.9%[如此深度的数据只能追溯到几
年前（EC，2023）]。

过去十年全球贸易动态放缓的原因有几个经济和政治因素。一方面，
促进贸易的动力似乎正在耗尽。与此同时，国际贸易的关税壁垒减少。以
世界水平计算的海关工业产品进入对外贸易的加权平均负担从1986年的
13.6%下降到2008年的7.5%和2019年的3.9%。导致生产过程的地域分散，
它们表现出收益递减（Antràs，2020）。由于制造业分工的稳定，高收入
国家的进一步外包（offshoring）率有所下降。就新兴国家而言，中间产品
在进口中的份额有所下降，因为后者越来越依赖自己的工业基础来采购投
入品（Baldwin，2022）。最后，一些重要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结
构性变化也可能导致贸易开放度和全球贸易活力的降低（例如全球价值链
更加温和的一体化）。与此同时，与产品贸易相比，服务贸易保持了活力 
（新冠疫情冲击期间的旅游业除外），数字技术的发展增加了中间服务贸易2 
（Baldwin，2022）。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新冠病毒疫情给跨境贸易和全球价值链带来了
压力。在新冠病毒疫情危机期间，由于关闭和其他限制性措施，一些远
程供应商能力的脆弱性尤其导致了严重且持久的供应方问题（Javorcik
等，2020；Meier – Pinto，2020；经合组织，2020；Hausmann，2020； 
Halmai，2022a, b）。某些中间体（零部件、组件、材料）供应的下降和物
流问题（运输能力不足、运输成本上升）导致供应链严重中断。多个行业
（例如汽车制造）缺乏微芯片已导致强制限制，在某些时期甚至导致生产停
止。由于产量下降和停工，出现了价格上涨和前所未有的排队现象，特别是
在新冠危机低点之后的时期。

当前中美之间的对抗导致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半导体、“绿色技术”
等）采取限制性措施和支持性产业政策。新冠病毒疫情初期保健品的缺乏
可能强化了“近岸外包”和供应链某些环节合理化的需求。俄乌冲突进一步
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风险。地缘政治因素在贸易动态中的重要性有所增

1 过去20年，欧盟内部产品贸易占比总计达60%。
2 在欧盟等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尤其如此，这些国家和地区通常对此类出口几乎没有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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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经济方面有时被置于次要地位。总体而言，提高供应来源的可靠性、改
善需求响应或优先考虑国家安全的努力可能会导致一些供应链的重组和缩短
（IMF，2022；Capital Economics，2022）。

实际上，贸易关系可能会受到监管挑战的影响，例如美国2017年终止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或世贸组织争端解决论坛无法成立。在这方面，多边机
构促进全球贸易流动的能力已经减弱（Dadush，2022）。

贸易政策的最新发展表明跨境贸易环境和全球价值链的进程日益复
杂。尽管关税全面保持较低水平，但自2020年以来非关税贸易限制大幅增
加。首先是新冠病毒疫情，然后是俄乌冲突，最后是粮食和能源危机。因
此，2010年至2019年期间，年平均实施的有害限制措施为71项，到2022年
将增加到530项（见图4）。2021年，进口限制措施影响了世界进口的9.3%
（WTO，2022），由于俄乌冲突后欧盟对俄的制裁，这一数字在2022年 
进一步增加。

图图44：贸易政策干预：贸易政策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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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供应链：去全球化与重组

许多基本因素，其中包括明显的地缘政治联系、管理流行病的需要或
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承诺，可能会导致政治需要重新安排价值链。许多国家
正在引入补贴，以加强战略部门的“回流”，减少对外国技术和投入的依
赖。例如在半导体生产领域，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都利用措施和补贴来
建设和加强国内产业能力。[例如在美国，这一方向的补贴可能在未来十年
内翻倍。《经济学人》（2023）]。最近的例子是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
（IRA）。许多补贴依赖于满足国内生产和采购来源的要求，扭曲了市场竞
争条件。就某些供应链（例如电动汽车及其零部件的生产）而言，绿色技术
领域采取的措施可能会导致回流。虽然其他经济体正在规划或实施类似的支
持系统，但最近通过的欧洲绿色供应商行业计划强调了开放、基于规则的贸
易制度以及贸易在绿色转型中的作用（EC，2023）。

企业可能会调整策略来应对这些挑战。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22年
6月的概述，87%的受访者（在华经营的美国跨国公司）表示，中美紧张局
势对运营和投资决策产生了影响，26%的受访者撤离了中国工业领域，29%
的企业离开了美国，并使用中国特有的价值链，24%的企业不再在中国投资
（EC，2023）。根据中国欧盟商会2022年4月编写的类似概述，地缘政治紧
张局势对欧洲在华投资产生负面影响。7%的受调查企业在俄乌冲突爆发后
考虑终止中国投资，39%的企业认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降低了中国的投资吸
引力。

产业链重组的政治压力并没有立即使标准总贸易指标发生重大变化。价
值链的重新排列是必要的。由于成本高昂和技术挑战，实施成了一项复杂的
任务（IMF，2022），但政治努力可以改变贸易模式。（就自动化工作场所
而言，在最发达国家，某些生产链节甚至不可能回归。）

美国占中国出口比重下降，东盟国家比重上升。印度的传统是全球价
值链发展的潜在新引擎（Banga，2022）。到目前为止，政治变化已经相当
多样化，并没有破坏贸易关系。新贸易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重塑亚洲供
应链，以应对中美之间不断恶化的贸易和地缘政治关系。预计其他地区也将
进行类似的改革。中东欧可以增加对欧洲价值链的参与。一些拉丁美洲国家 
（例如墨西哥）可能会增加对美国价值链的参与（AMRO，2021）。

在价值链的新组织过程中，出现了新的技术主权问题。后者不是21世纪
的目标，而是手段。国家或一体化社会（例如欧盟）发展或获得经济竞争力
的各个方面的能力，以及国家从其他国家采取行动的能力，采用适当技术而
不陷入对其他经济领域的单方面结构依赖的能力（Edler等，2023）。基于经
济福祉的技术主权使其公司能够在全球技术体系中自由、成功地竞争，并解
决为人民提供高水平福祉的长期问题（Inzelt，2023）。

鉴于全球价值链重组的可能性，逆全球化的可能性也随之出现。然而，
与以前相比，构建了更短、更脆弱的价值链，重组几乎没有被用作去全球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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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商业碎片化的危险

贸易模式的变化并不一定会对总体贸易指标产生负面影响，但可能会带
来巨大的经济成本。价值链的重新安排是必要的，并且涉及高成本和技术挑
战（IMF，2022）。最低限度限制国际贸易的国际壁垒、外国直接投资的下
降和技术变革可能会降低资源效率，并对生产率增长和生产率溢出产生有
害影响。贸易限制的增加和/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导致全球分裂。根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析，全球经济的严重碎片化——取决于其程度——
导致全球产出永久性损失，根据模型计算，损失占世界GDP的0.2%至7%。
将商业碎片化技术与分离相结合的情景显示，一些国家的产出损失占GDP的
8%至12%（IMF，2023）。

总体而言，许多因素可能会限制全球贸易的前景，风险对经济增长
产生负面影响。过去十年阻碍贸易增长的一些结构性因素，例如交通和信
息技术重大技术突破的影响有限，预计将基本保持不变。除前者外，近期
的外部冲击以及国家和多边贸易政策的发展也表明对全球贸易的负面影响
可能会加剧。考虑到所有因素，确定贸易与潜在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
关系（Singh，2010），碎片化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潜在经济成本（IMF， 
2023）。

五，改变中的全球化

全球化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人、经济和文化之间联系的增加。在全球趋
势的阶段，重点是数字服务、信息和知识的流动。因此，全球化进程正在以
不同的形式向前推进。

全 球 贸 易 中 正 在 发 生 一 场 通 信 和 技 术 革 命 。 新 技 术 成 果 （ 区 块
链、5G、电动汽车）的传播具有广泛的影响。与此同时，世界中产阶级可
能会随着这一发展而扩大。生活水平，尤其是新兴市场的生活水平正在提
高。所有这些都可能对未来几十年的全球贸易产生重大影响。根据麦肯锡公
司（McKinsey）的预测（Lund等，2019），到2030年，全球消费量将比2017
年翻一番。高达60%的增长可能来自新兴经济体。到2030年，后者可能达到
全球成品消费量的三分之二。同样与新兴经济体的消费相关，过去十年跨境
货物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有所下降。许多国家越来越有能力通过国内供应链
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全球化趋势并没有停止，只是发生了转变（Wolf，2022）。到目前为
止，全球化主要是关于商品、资本和人员的流动，但今天它更多地是关于服
务、信息和数据的流动。对于全球化来说，人员和货物都不需要跨越国界，
也不需要建立工厂。例如人们坐在电脑前可为跨国公司工作。世界上大多
数最大的公司都不进行实体生产（微软、亚马逊、Alphabet、Facebook、腾
讯、阿里巴巴）。

随着最智能和智能（AI）机器人的传播，及其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它们
可能会带来比以前基于实体产品全球化的挑战更加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挑
战。在世界各地，迄今为止从全球化中受益较多的体力劳动者和办公室职
员可能会同时受到影响。

https://dex.hu/x.php?id=index_gazdasag_cikklink&url=https%3A%2F%2Fwww.foreignaffairs.com%2Farticles%2Fworld%2F2018-04-16%2Fglobalization-not-ret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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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进程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政治可能会阻碍货物贸易和实体工
作的转移（从发达国家到新兴国家），但服务提供的全球化可以取代它们。

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的贸易经历了三波扩张（Baldwin，2016）。 
第一波浪潮是与工业化相关的货物运输，然后是近几十年来生产单位迁移到
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地区。第三个层次是服务贸易，例如服务贸易。通过信息
通信技术（互联网等）实现的办公室“旅行”。脑力劳动者现在可以在世界
任何地方工作。

前两次浪潮与第三次浪潮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的物体必须移动，而后
者的仅是信息在世界各地区和国家之间流动。限制后者比前者的情况要困难
得多，成本也高得多3。

动态增长是服务贸易的典型趋势。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中，服务型国家 
（美国、英国、法国或瑞典）的地位正在不断发展。专注于生产的国家则面
临着新的挑战。寻求低劳动力成本本身越来越受到限制。研究和知识密集型
部门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

企业投资中，有形资产占比下降。与此同时，无形资产支出4（软件、
品牌建设、策划）占GDP总量的比例也呈上升趋势。后者往往没有准确反映
在贸易统计数据中。根据麦肯锡公司（McKinsey）的估计，自2000年代初以
来，发达市场的私营企业对无形资产的投资一直高于对有形资产的投资，并
且两个因素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Lund等，2019）。

每年，美国公司的无形资产营业额达7700亿美元，其中包括IT公司。 
IT服务出口在许多其他经济体中也很常见。例如在韩国，几乎所有无形商品
的出口都是由IT公司制造的。国际数据流量的增长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例
如从2007年到2019年，国际年度数据流量增长了148倍，这意味着平均大约
需要一年半的时间（Lund等，2019）。

互联网/技术/通信革命降低了交易生产成本，改变了流程，并可以促进
进入新市场（Levinson，2021）。可以实现重大的新技术变革：

●数字平台（例如电子商务）和新技术开辟新市场、改善物流并降低协
调成本。

●令人着迷的智能和3D打印可以改变生产流程，并且零件贸易量可以减少。
●在某些领域，数字化创新是服务，随着物理数据、视频、游戏数据载

体的衰落和云服务的突破，可以替代物理数据。
●国际贸易中可能会出现新的服务（例如远程医疗、虚拟现实和其他与

5G相关的现象等）。
●降低交易成本的技术（电子商务、区块链）会增加货物贸易量，而改

变生产流程的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物流技术（电子汽车、可再生
能源）则可以减少货物贸易量。

●一个根本的挑战是培养采用新技术所需的技能。在后者以及服务业发
展方面，走在前列的国家就能成为全球价值链的赢家。

3 尽管有些国家，例如中国也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4 关于“明智”投资的重要性，可请参见：巴克赛（Baksay）等，（2022）：7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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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监管主要涉及最终服务，而非中间服务5。后者的一个例子可
以是会计师、分析师、管理人员、在线帮助热线工作人员、图形设计师、
出版物编辑以及在最多元化的IT部门工作的人员的工作。服务贸易有着美好
的未来，但它也可能具有破坏性：雇用世界各地的专家可能会威胁到发达
国家大量中产阶级的就业机会。

七，全球化的争论

在讨论过程中，一个基本问题是焦点是全球化的假定后果还是真实后
果。对普遍化（“全球性”香烟、饮料等）或“西化”（好莱坞电影、消费
主义等）现象的评价大多是负面的。它们有时被视为对当地传统和文化的威
胁。几十年来，只有通过外包和国际价值链实现的成本优势才具有显著的通
货紧缩效应。对于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口来说，已经可以以优惠的价格获得
标准的高质量产品。

贸易一体化和自由化进程及其基本制度受到批评。发达国家质疑实施高
环境和劳动保护标准的必要性，认为这是削弱发达国家竞争力的企图。

与全球化相关的分配之争尤为突出。普遍流传的说法如下。富人从全球
危机中受益：许多西方工人因外包而失业。西方工业就业人数的下降以及总
体上实际工资的停滞导致了中下阶层对全球化的合理不满。但现实与上面引
用的设置有根本不同。19世纪初和20世纪下半叶，世界总收入中最大经济体
（G7国家）的收入确实出现了大幅增长。直到20世纪下半叶中叶，创新一
直被困在一个狭窄的领域，从而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但信息通信革命（互联网、电话、计算机技术）使公司能够以低成本向
世界各地输出知识。富裕国家已将部分工业生产转移到较贫穷的新兴国家。
这一变化的结果是巨大的增长繁荣，数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

一些研究表明，自由经济政策对西方工业就业岗位消失的影响远小于技
术的影响。全球创造的就业机会多于它消除的就业机会。问题的关键是新的
工作需要更多的教育。

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所谓的大象形象很好地说明
了这个问题（参见图5，原出处：Lakner – Milanovic，2013）。描绘过去几
十年收入分配过程的图表令人信服地表明：在研究期间，除了第三世界国家
最贫困的公民之外，发达国家的中下阶层收入增长最低。事实上，甚至就某
些群体而言，在长达20年的考察期内，生活水平确实出现了下降。

5 服务商的业务就是提供服务。

https://dex.hu/x.php?id=index_gazdasag_cikklink&url=https%3A%2F%2Fvoxeu.org%2Farticle%2Fhow-income-gains-globalisation-are-distribu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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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经合组织是过去30年来不平等（以及衡量不平等
的基尼系数）加剧的最发达国家。对于一些国家来说，不平等程度与20世纪
初一样严重。只有在整体经济中，在各个国家之间的比较中，全球的不平等
才得以减少6。较贫穷国家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并且增长速度快于
发达国家。

在这些进程的背景下，经历了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全球化进程中正
在发生根本性的结构性变化。技术是基于知识型全球化的核心。当前发达国
家中技能最低的中下阶层工人主要不是要与类似情况下的远东劳动力竞争，
而是要与机器人化竞争。我们需要关注的不是保护工作场所，而是保护劳动
者。全球化所展现的第三阶段极具挑战性。

在许多国家，反全球化情绪已经成为政治性的、一种反建制的叛乱、愤
怒的政治。其中重要阶段包括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一些反
全球化民粹主义政党的壮大等。反对全球化并不是这些趋势背后的唯一驱动
力，但它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需要强调的是：反对全球化的主要
推动力是发达国家日益加剧的不平等。

6 米拉诺维奇（Milanovic，2022）的最新分析也证实了这一趋势。

图图55：：1988–20081988–2008年全球收入分配不同百分位数的实际收入变化 年全球收入分配不同百分位数的实际收入变化 
（按（按20052005年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年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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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趋势也是政治工具，国际贸易的好处很难具体把握。另一方面，
它的具体失败者——尽管他们很少——可以被识别出来，并以决定性的方式
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全球化的停滞实际上比民粹主义的进步早了6到8年。 
而在政治性的主题化之后，可以说：“全球化正受到围攻”。

事实上，全球化并没有倒退。迄今为止，其主要参与者的活力已经放
缓。只有一个仅提供可见地平线的最新维度脱颖而出。

最大的危险可能是加剧碎片化的反全球化经济政策。保护主义加强、非
关税限制加强、贸易歧视加强，是阻碍发展的趋势。为了应对技术驱动的全
球化的狂野驱动力，还需要采取全球政治措施。但鼓吹全球化终结的民粹主
义者的主要信息之一是拒绝国际政治合作。

建立和加强多边规则和机构是进一步深化全球一体化的先决条件。民族
国家和将它们聚集在一起的区域一体化可以拥有许多工具来影响进程和降低
风险。提高竞争力应成为经济政策的重点。有必要制定和实施促进这些目标
的深层次结构改革。这些字体的作用是扩大预算的回旋余地，比以前更有针
对性、更恰当地使用资源。它们对于支持市场竞争、自由贸易和减少不必要
的行政负担的措施非常重要。劳动力市场改革、积极支持继续教育和就业以
及扩大社会安全网是必要的。后者可以防止失业者陷入贫困螺旋。

如果世界各国政府以北欧福利国家为榜样，积极支持人民的再培训、劳
动力市场的繁荣和住房，这将是一个解决方案。教育的发展也至关重要：不
应该把年轻人教育成过度专业的野蛮人，而应该把他们教育成能够适应日益
快速变化的世界的人，从而将终身学习的过程视为理所当然。需要创造力、
人际关系和面对面接触的工作场所将无法被远程控制机器人取代。

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必要性至关重要。因此，贸易和投资改革的成果
可以被广泛的社会共享。这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应该更好地向公众阐明全球
化的好处，而其明显的失败者应该得到补偿。

八，若干结果

全球化的决定性时刻是连接全球经济各个组成部分的流动和网络。金
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产品商业流动和国际资金流动动态与前几十年相比有
所放缓。另一方面：在较高水平上稳定下来，服务和无形商品（包括知识产
权、数据和信息）流动的动力成为全球化进程的新驱动力。

贸易仍然是全球化的基本领域。确保更严格的贸易限制和/或更高的贸
易政策全球碎片化。全球经济的严重碎片化——取决于其程度——会导致
永久性的全球排放损失。

一些基本因素、地缘政治联系、应对流行病的需要或与气候变化相关的
承诺可以引导政策达到重振价值链的地步。只有构建比以前更短、更脆弱的
价值链才算不上去全球化。在价值链的组织过程中，出现了新的技术主权问
题：一个国家（或一体化）使其企业能够在全球技术体系中自由、成功地竞
争，并建立足够高水平的良好技术的能力。从长远来看，是为了人民。在不
断变化的条件下，以研发为基础、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服务型国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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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得到有利发展。与此同时，以生产为基础的经济面临着新的挑战。低
劳动力成本本身变得越来越不具有决定性。

全球化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人、经济和文化之间联系的增加。在全球趋
势的阶段，重点是数字服务、信息和知识的流动。全球化进程继续以不同形
式推进。因此，事实上，全球化并没有发生逆转。尽管迄今为止其主要参与
者的活力已经放缓，但与此同时，提供几乎不可视前景的新维度正在脱颖而
出。

最大的危险可能是加剧分裂的反全球化经济政策。为了应对技术驱动的
全球化的狂野驱动力，还需要采取全球政治措施。构建和加强多边规则和机
构是全球一体化进一步深化的前提。民族国家和将它们聚集在一起的区域一
体化可以拥有许多工具来影响进程和降低风险。提高竞争力应成为经济政策
的重点。有必要制定和实施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来推动这一目标。它们对于
支持市场竞争和自由贸易以及减少不必要的行政负担的措施非常重要。通过
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贸易和投资改革的成果可以让广泛的社会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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