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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简报 
（总第 27 期） 

 

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2018 年 4 月 10 日 

 

分论坛 15 

全球化的“下半场”：风险和不确定性 

 

时  间：2018 年 4 月 10 日下午 13 时 30 分至 14 时 45 分 

地  点：国际会议中心一层东屿宴会大厅 A 

主持人： 

彭博总编辑 John MICKLETHWAIT 

对话嘉宾： 

亚行副行长 Stephen GROFF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 顾学明 

世界贸易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Robert KOOPMAN 

奥地利外交部长 Karin KNEISSL 部长 Karin KNEISSL 

商务部副部长 钱克明 

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 易小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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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张燕生 

 

主要观点： 

 中方释放的开放信号与美国的保护主义形成强烈反差。 

 多边贸易体系是中美贸易战的最大输家。 

 开放让强国受损、弱国受益的逻辑不通。 

 全球化并未让所有国家同等受益。 

 全球化亟待更完善的治理。 

 中国汽车行业的开放举措为中欧汽车工作合作提供了机遇。 

 

概  要： 

国家不分大小，都应遵守 WTO的规则 

世界贸易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Robert KOOPMAN 表示，习近平

对中国继续深化开放的讲话温暖人心，提出的一系列具体的开放举

措让人鼓舞，这在中美贸易争端大背景下，是一个利好消息，期待

美国做出积极回应。国家不分大小，都应该按照 WTO 的规则来做。

中美贸易规模巨大，若真的发生贸易战，对世界贸易的影响非常大。

他表示，一些国家经济社会出现的问题应从国内政策找原因。 

汽车行业的开放举措为中欧汽车工作合作提供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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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外交部长 Karin KNEISSL 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到合资企

业市场准入要进一步放宽。欧洲 800多万就业机会与汽车行业有关,

希望进一步参与到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中。如果中国将设立合

资企业的限制进一步放宽，营造更加公平竞争的条件，中国和欧洲

在汽车领域将有更多的联合研发和投资合作。 

中方释放的开放信号与美国的保护主义形成强烈反差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表示，习近平主席讲话，对外透露一个重

大信息，就是中国对外要继续扩大开放，并宣布了四方面的开放举

措：扩大市场准入；创造更加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主动扩大进口。而美国吸引制造业回流，提高关税、减少进

口。中国进一步开放的趋势，与美国逆全球化、实施贸易保护主义

的政策形成强烈反差。中国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中不仅在保护中国

人民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中美贸易战是自由

贸易和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斗争。这一战我们不愿意

打，但也做好了准备，如果真打，绝不退缩。 

多边贸易体系是中美贸易战最大输家 

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易小准表示，作为 WTO 代表，自己对习

主席透露出来的开放举措感到非常欣慰，中国不走单边主义，这些

开放举措超越了对 WTO 的入世承诺。贸易战是一个双输、多输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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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如果真的发生贸易战，最大的输家将是多边贸易体系。受伤害

的不仅是中国和美国，还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大家都会成为贸易

战的输家。但全球化不会因中美贸易战而停止，全球化不是进入“下

半场”，而是进入了新阶段。 

开放让强国受损、弱国受益的逻辑不通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表示，开放带来进步、

封闭必然落后，这是中国过去发展的历史经验。但有一些国家，包

括选民，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开放伤害自己的利益。但是，开放

会让世界上强国受损、弱国获益的逻辑不通。强国发展中存在的问

题主要是内部原因，即在开放中过度发展金融、房地产等，导致产

业空心化。 

全球化并未让所有国家同等受益 

亚行副行长 Stephen GROFF 表示，全球化对世界来说总体是好

的，但从具体国别看，有赢家也有输家。我们一直都没有去照顾那

些没有受惠于全球化的人。有一些国家想要联合起来反对全球化，

进行贸易保护主义。这是不对的，他们应该建立更好的社会安全网，

保护那些未从全球化当中受益的人。不能简单地说全球化导致一些

人失去工作。即使没有全球化，技术进步和创新也会替代工人，产

生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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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亟待完善的治理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顾学明表示，一些人认为

全球化导致了失业、贫穷，这是站不住脚的。没有全球化的世界将

有更多失业和贫穷。不是全球化出现了问题，而是全球化的治理结

构严重滞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问题不是全球化惹的祸，而是国内

经济治理出现了问题。当前，世界贸易摩擦增加，尤其是中美面临

贸易战的风险，全球投资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安全审查越来越严；

国际金融风险并未远离。在这一背景下，亟待世界各国联合起来，

改革完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