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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美国坐收渔利，
所以欧洲和美国的团
结也没有实现。

另外，美国这种
两极化策略，在印太
地区也不成功。作为
注重独立自主决策的
国家，印度一直没有
完全倒向美国，它在
如何处理与俄罗斯、
与中国关系上有自己
的主张，绝不会成为
美国的附庸。至于东
盟国家，同样也不愿
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队，不赞成“一个世
界两个中心”。而没
有东盟国家的配合和
支持，美国要在亚洲
将世界两极化，是实
现不了的。

第二，中国不是
苏 联 。 过 去 4 0 多 年
来，中国是在开放的
环境中发展起来的，

中国经济本身就是世
界经济的一部分，与
世界经济互相挂钩、
互 相 嵌 入 、 互 相 依
赖，而非当年苏联那
样是一个比较封闭的
体系。而且，中国也
不会像苏联搞两极争
霸。所以在这种情况
下，西方要搞“一个
世界两个市场”，是
很难的。

总的来说，西方
在地缘政治上搞“一
个世界两个中心”，
经济上搞“一个世界
两 个 市 场 ” ， 很 吃
力，也注定会失败。

中新社记者：您
刚 才 提 到 现 在 是 处
于“有限的全球化”
，这种全球化有哪些
新特征？或者说您认
为全球化应该进行哪
些 调 整 以 便 更 好 推
进？

郑 永 年 ： 第
一 ， “ 弱 政 府 ” 要
向“强政府”转变。
欧美在全球化浪潮中
之 所 以 遇 到 很 多 问
题，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政府太弱了，没有
能 力 调 节 好 收 入 分
配，更好实现社会公
平。因此应该强化政
府在全球化中的角色
和作用，不能让全球
化被少数跨国公司垄
断。政府在处理收入
分配、维护国家经济
主 权 方 面 的 能 力 越
强，全球化就越可持
续。

第 二 ， 我 想 强
调，不能只从西方的
视角来看待全球化，
而要从全球的视角去
看，要看到全球化出
现了新的推动力。比
如中国近年来推进的
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都是旨在提
高发展中国家和新兴
经济体发展能力的。
按这个路径走下去的
话，发展中国家会成
为全球化新的主角，
全球化将获得新的发
展动力。

中新社记者：中
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
益者。您认为对中国

来说，当前应该怎么
做，让全球化得到更
好推进？

郑永年：我认为
作 为 一 个 大 国 ， 中
国 应 当 更 加 注 重 包
容性，致力于共同发
展。如果你自己发展
得很好，但其他国家
发展不起来，这个世
界将是不稳定的。只
有让多数国家都得到
充分的发展，中国才
能发展得更好，全球
化 才 能 有 更 好 的 前
景。

中国需要进一步
切实扩大开放。只要
中国保持开放，让全
球资本持续流入，就
会使那些要塑造“一
个世界两个市场”，
与中国“脱钩”的企
图无法实现。

中新社记者：中
共二十大报告系统阐
述 了 “ 中 国 式 现 代
化”，您认为这对解
决全球化遇到的问题
有何意义？

郑 永 年 ： 我 认
为，深入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就是要做到
物质、人与制度这三
大层面的现代化的协
调发展。只有推进全
方位的、均衡的，而
不 是 单 向 度 的 现 代
化，才能实现可持续
的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
实际上是以中国的方
式来应对世界所有国
家都面临的问题。例
如 ， 美 国 正 是 因 为
没有走共同富裕的道
路，所以在贫富差距
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催
生出了民粹主义。全
球化也正是因为一个
国家不同阶层、不同
群体之间，不同国家
之 间 的 财 富 分 配 不
公，贫富差距拉大的
问题日益严重，才急
需调整。这就是为什
么我们认为中国方案
是有全球性意义的，
它是普遍性和特殊性
的结合。如果中国的
道路能够解决全世界
共同面临的问题，也
将有助于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完)

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丨郑永年：
中国式现代化能给全球化带来什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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