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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

经济全球化是客观现实和历史潮流
“面对经济全球

化大势，像鸵鸟一样
把头埋在沙里假装视
而不见，或像堂吉诃
德一样挥舞长矛加以
抵制，都违背了历史
规律。”在第七十五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
辩论上，针对近年来
兴起的“逆全球化”
思潮，习近平主席的
话语掷地有声。

新冠肺炎疫情全
球大流行，全球供应
链产业链遭受巨大冲
击，加上国际环境发
生新变化，经济全球
化遭遇逆流。有人认
为人类将从此进入逆
全球化时代，全球经
济从此将更多地表现
出本土化发展趋势，
表现出国家间经济“
脱钩”的趋势，全球
化走到了终点。事实
果真如此吗？我们究
竟应该如何看待经济
全球化？对这一问题
进行研究和探讨，在
当下具有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

经济全球化是一
个客观的历史发展过
程

尽管新冠肺炎疫
情全球大流行突如其
来，但鉴于目前人类
在科技方面已经达到
了相当的高度，克服
各种困难，继续推进
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经济全球化主要是一
个客观的历史发展过
程，我们必须从客观

的视角来看待。
首先，一个最基

本的客观事实是，从
过去到现在乃至到今
后相当长的时期，人
类都生活在同一个“
地球村”里，早已形
成了“紧密相连、命
运与共”的互联互通
关系。因此，要想解
决“地球村”共同的
问题，正确的选择只
有一个，那就是相互
之间密切合作。

其次，在经济全
球化发展过程中，来
自不同民族和不同文
化背景的人们，在价
格机制作用下，实现
商品与服务交易，以
及通过投资而扩大全
球生产规模，满足各
自不同的需求。这样
的方式、规则、机制
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国
家及人民的接受。如
果推倒重来，全球交
易成本将十分高昂，
是完全不可承受的。

因此，只要客观
地看问题，我们就会
发现经济全球化既反
映了客观现实，也代
表了历史潮流，表现
出不以人的主观意志

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过
程。

经济全球化积极
效应显著

从经济全球化促
进经济增长的基本机
理来看，经济全球化
直接导致从事各种经
济活动的成本大幅下
降，且表现出经济全
球化程度越高，经济
活动成本相应也就越
低的基本规律。尤其
是伴随互联网、大数
据、5G、人工智能、
物联网技术和相关新
兴产业的快速发展，
信息、专业知识、先
进思想等在不同国家
和地区之间的传播与
流动速度大幅加快，
大大推进了全球工业
化、城镇化、信息化
发展进程，尤其是促
进 了 工 业 化 、 城 镇
化、农业现代化在发
展 中 国 家 的 快 速 发
展，进而使经济结构
得以转型升级，增加
值提高，国家税收和
人民收入水平也相应
地得以提高。

大量的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贸易开放

对促进国家经济增长
具有十分显著的刺激
作用。同时外商直接
投资、利用全球金融
市场融资、全球技术
转移等经济全球化因
素总体上都促进了国
家经济增长。不论是
什么类型的国家，总
体的影响都是积极有
效的。

经济全球化除了
对刺激国家经济增长
起到显著的积极作用
外，大量来自不同国
家的实证研究结果也
表明，经济全球化对
于全球减贫的意义也
是积极显著的。一个
重要原因在于，国际
贸易往往会带来非熟
练工人真实工资水平
的提高。另一个重要
原因在于，不断增加
的外商直接投资一般
都会增加穷人的就业
与培训机会。全球技
术转移以及全球化生
产网络体系的形成也
为 穷 人 提 供 了 新 机
遇。

促进经济全球化
健康发展

从目前的实际出
发，世界各国和国际
组织今后应着重从以
下三方面加强合作，
促进相关工作的顺利
进行。

第一，树立正确
的理念，选择正确的
道路。正确的理念就
是在增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前提下，跳
出小圈子和零和博弈

思维，树立大家庭和
合作共赢理念。有了
这样的理念，世界各
国就会选择走一条多
边主义的道路，就会
旗帜鲜明地反对单边
主义、保护主义，通
过国际合作，构建开
放型世界经济体系。

第二，各国都应
该继续提升国家治理
水平和执政能力，在
国家层面更加有效地
应对经济全球化过程
中 出 现 的 问 题 与 挑
战，尤其是要特别重
视和处理好习近平主
席 提 出 的 政 府 和 市
场、公平和效率、增
长和分配、技术和就
业的关系，使发展既
平衡又充分。

第三，进一步改
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
系，提升应对各种全
球性挑战的水平与能
力。一是基于过去的
经验教训，全球治理
应秉持共商共建共享
原则，推动在平等基
础上实现全球事务共
同治理。二是建立健
康的全球共同发展机
制，也就是对话协商
机制。三是明确主要
任务，那就是《联合
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提出的任务，
核心就是尽快实现全
球减贫目标。

( 作 者 ： 胡 必
亮 ， 系 北 京 师 范 大
学“一带一路”学院
执行院长、经济学教
授)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