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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

“贸易、开放与共享繁荣”

分组会（Ⅲ）会场五：应对全球化利益分配失衡

2019 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于 9 月 6-7 日在北京钓鱼台国

宾馆举行。本次专题研讨会以“贸易、开放与共享繁荣”为主题，围绕加

速开放的中国、中美关系再定位、英国脱欧与欧盟前景、中国经济的韧性

与高质量发展、全球创新合作、减税降费的进展与成效、数字经济下的机

遇与挑战等一系列重大议题进行探讨。

本节讨论的题目是“应对全球化利益分配失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延中主持。与会嘉宾分别为中国农业大学人

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南南农业合作学院院长李小云，汇丰集团高级经济顾

问、《世界不是平的》作者简世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

行院长李实，塔夫茨大学教授、《国际政治理论与僵尸》作者丹尼尔·德

雷兹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晓晶。

李小云指出，过去的几十年中全球发展中国家经济体量占比增加，这

主要得益于整体宏观的有利环境，而在此过程中发达国家却并不一定会受

到损害。尽管我们经常讲到全球不平等，但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却更为

显著，这主要涉及到国家自身的政策。甚至可以说现在的全球格局正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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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之后最好的阶段，而这样的总体格局目前主要受到了三个要素的挑

战：一是去殖民化后的后殖民主义思潮（美国为主倡导的多边主义和国际

发展等），二是发展中国家致力于的国际贸易的新秩序，三是发达国家向

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产业链条的转移受到知识产权等各方面的问题影响

容易被打断。在这样的总体情况下，应对全球利益分配的失衡，我们不能

再按照本国利益优先的原则构建国别关系，而应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全球伦

理，新的多边主义框架。

简世勋从另一个角度提出，虽然过去二三十年全球经济是双赢的，但

对西方来讲，过去的 10-15 年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缓慢了很多，很多西方

国家似乎陷入了长期的紧缩，经济增长放缓，可支配收入和财富增长的质

量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平等问题放大了缺点，实际上穷人不仅是相

对变得更穷，绝对也变得更穷了。不平衡发展有很多原因解释，技术水平

和教育水平都是重要因素。许多政治家，特别是一些有政治偏见的政治家，

他们没有办法一夜之间提高技术、教育水平。因此他们反而将经济发展等

问题归责到了其他的地方，像全球化的矛盾等等，这样的趋势事实上又构

筑了不平衡的新壁垒。

李实更多的从中国现状与未来切入，全球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国与

国之间收入差距缩小主要是由于像中国这样的低收入国家收入增长，而与

此同时中国国内的收入差距扩大加剧了全球平均国内收入水平差距的放

大，因此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对解决全球类似问题是很有帮助的。中

国想要解决现在的收入分配差距大的问题，要建立共同富裕的长期目标。

我们将它分为三个阶段：2021-2035 年是共同富裕的初级阶段，逐步建立

相应的制度和机制，将人的能力作为发展的中心点；2036-2050 年是中级

阶段，缩小城乡地区之间人的发展能力差异；2050 年以后是中国实现共同

富裕的高级阶段，让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的中等偏上水平国家。但这样中

国梦的实现与否事实上仍然取决于我国的政策措施，需要多方面的协调。

丹尼尔·德雷兹内则指出不平等本身不一定是一个坏事情，在不对政

治产生影响的情况下它可能会促进经济流动性。但事实上在大多数 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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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收入水平、平均工资都没有明显的增长，甚至有周期性的停滞。研

究显示，许多经济领域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将好处显现出来，金融和科技

行业这样财富更加集中的地方的知识产权问题、社会安全网问题等都需要

政治家向民众做出承诺，而他们却常将不平等归结于输赢同时存在的现

象。其中汇率问题、监管以及税收举措等都有可能会产生双重影响，恶性

的改革比如贸易保护主义会让我们陷入恶性循环，政治单极化、中美之间

缺乏互信也会间接加剧不平等问题。对于政治官僚来说他们并不是在寻找

真正的解决方式，而是在找到一种逃脱方式、退出方式。总体来说财富和

收入分配还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情，更多的基础设施投资等举措都会促进

经济增长、带来就业、提高人民的信心，这也是一个对不平等问题的重要

解决方式。

张晓晶从经济学的理论出发，分析了全球化的后果。他首先从全球化

早期的“中心-外围”理论讲起，认为发达国家主导着全球治理的规则，

处在价值链的高端，这个格局至今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之后他用“大象图”

分析了全球化中的受益群体和未受益群体，总体而言，中国和其他的新兴

经济体以及全球最富裕的 1%群体的收入增幅最大，而 80%分位人口的收入

在 1998 至 2008 的十年间几乎没有增长。这意味着全球范围内，国别之间

的收入差距在缩小，但一些国家的内部收入差距在扩大，其原因有三点：

一是收入中劳动份额下降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二是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弹性

在提高，三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实际上是“亲资本”的政策。他还用美国近

40 年来的收入分配增长数据证明了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美国并没有“吃

亏”，只是没有把全球化的红利很好地分配给美国的国民，尤其是中低收

入阶层。其原因有四点：一是美国处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二是

其新兴的科技产业仍在不断扩张，三是美国享受了跨国公司的收益，美国

居民享受着全球廉价的商品，四是在环保等方面，发展中国家往往为污染

赤字国，即承担了更多的污染品的生产。最后张晓晶提出了两条应对全球

化背景下利益分配失衡的应对方案：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最优政策并不是

遏制全球供应链的出现，而是在国内利用税收政策、转移支付、社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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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等更好地重新分配收入，并注重教育、培训、终身学习；对于发展中国

家而言，应根据“尊重趋同理论”呼吁世界尊重后发国家的发展权利和学

习权利，实行更开放的移民政策，减少对于教育交流、研发合作以及技术

扩散的制约，以非零和博弈的心态来对待全球化的发展。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撰稿：赵航，朱泓；校对：朱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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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两会”后首个国家级大型国际论坛，旨在“与世界对话，

谋共同发展”，是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和中外学者之间重要

的对话平台。2019 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

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旨在介绍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进展和成果；进一步向国际社会

宣传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政策和措施；加强合作，让开放成果及早惠及中国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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