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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的国际格局与全球化未来 

 

内容摘要：2020 年 5 月 12 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秘书处举办

“疫情后的国际格局与全球化未来”网络视频会，会议由中国发

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卢迈主持，来自中国政府部门、国内外大

型企业、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的几百名代表参会。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

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和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三位专家共同讨论了国际格局与全

球化趋势。 

本期文章为此次视频会专家观点综述，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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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的国际格局与全球化未来 

 

一、疫情与经济形势 

疫情可能会反复出现，应采取适应性策略。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

郑永年认为，现在讨论疫后社会还为时过早，新冠病毒传播力非常强，

疫情容易反复，要重点关注没控制好的国家和地区。《纽约时报》专

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指出，疫情是大自然

给世界的挑战，适者生存。人类应当在适应性战略中平衡生计和生命

这两个目标。对于大自然，要抱有谦逊的精神，协调应对，关注物理、

生物和化学等领域的发展，人类将会受益。 

新冠疫情加剧结构性矛盾，高失业率和通胀等问题凸显。弗里德

曼指出，新冠疫情会加速结构性矛盾的显现，进一步扩大社会不公平，

加剧断层和分裂。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

（Martin Wolf）认为欧美国家、中国和印度等主要的经济体都在经历

经济增长减速、生产率放缓、贸易增长大幅度下滑、债务高企，甚至

民粹主义抬头等问题。美国当前股市的定价较为乐观，处在比较合理

的水平。在主要产油国家中，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外债很少，俄罗斯

储备丰裕，但由于近期油价回升的可能性不大，各国政府要尽可能削

减开支。如果经济无法恢复，高债务水平会长期存在，违约也有可能

发生。未来二十年内，在经济增长乏力和利率上涨的作用下，各国可

能会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 

如何走出疫情和恢复全球经济尚不明朗。郑永年指出，疫情对经

济的影响已经超过大萧条时期。上世纪美国走出大萧条，重要的原因

是二战带动了美国整个工业体系的发展，然而当前美国走向衰落，不

再能扮演全球领导角色，中国还没有足够强大的领导力量和号召力，

各国尚不能就应对疫情达成明确的共识。沃尔夫认为，新冠疫情与经

济冲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结合起来，如果没有办法成功地控制住疫

情，经济的代价巨大，恢复常态的时间就会比较长，可能呈现“W 型”

的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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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疫情后的国际格局与全球化 

中美关系需要重新定义。郑永年指出，新冠疫情是美国反华路线

的延续，当前精英层面和普通民众的反华情绪都非常高涨。沃尔夫表

示，反华态度主要是基于特朗普“美国优先”的论调，希望借此机会

来转移防疫不力的指责，并鼓励选民去给自己连任投票。弗里德曼指

出，过去 40 年是中美关系的黄金期，中美两国达成了无意识的一体

化，这种无意识的一体化对于全球化非常关键，对于全世界的繁荣至

关重要，但现在这一状况结束了。中美之间紧张情绪在疫情暴发前就

不断聚集，疫情之后还会持续。 

各国经济恢复的节奏不同步，为全球化带来阻碍。弗里德曼指出，

当前全球应对疫情有几大模式，如隔离与国家监测的中国模式、社交

隔离和群体免疫的瑞典模式和混乱的美国模式，不同国家采取完全不

同的策略，各国恢复经济的节奏不同，这是下一步全球化的阻碍。中

国已经能够先行一步，在获得疫苗之前首先重启经济。即使中国重启

了工厂，而美国、印度等国家没有，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也很难恢复

到从前的状态。 

西方国家反思全球化，产业链布局将会调整。郑永年认为，全球

化不会消亡，但是“超级全球化”或者“无限制的全球化”走不下去

了。未来，西方国家会有选择地将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生命安全的产业

链迁回本国，全球产业链布局也会更加分散。预计到 21 世纪 60 年代

或者 70 年代左右，会重新形成基于主权经济之上的全球化，即大家

都生产某一产品，但是基于比较优势进行贸易。弗里德曼指出，短期

内贸易会转向国内，而非依赖之前的全球供应链，但长期来看，技术

的发展会支持国家、企业和个人在全球行动。 

三、对中国下一步的建议 

加强中欧合作。沃尔夫建议各国摸索出合理合法，同时又是互利

和具备强大政治基础的协调机制，来化解中美之间，以及欧盟的矛盾，

来维系整个全球化体系的稳定。中国和西方要寻找可以维系核心利益

诉求，能和谐地共同发展经济，同时又能够开展必要合作的领域。弗

里德曼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和欧洲达成相对比较理性的协议，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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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会树立一个模板，使得美国有识之士放弃对华孤立的政策。 

中美两国应当建立起新的互信框架。郑永年指出，特朗普政府把

贸易政治化是不可避免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对美国有利，接下来可

能会存在矛盾，但不会被废除。弗里德曼认为，特朗普一方面很想和

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另一方面又想利用反华的措施来帮助自己再次当

选。贸易结构变化带来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肯定会存在，未来还会持

续。中美之间应当建造一个新的真正的互信框架，才能增强发展中国

家和整个世界的抗风险能力，满足人民经济的需求，共同应对气侯变

化的挑战。  

适时调整“一带一路”战略，拓宽合作领域。郑永年认为，一方

面，“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资金，中国本身需要调整一段时间来积蓄

力量，另一方面，东南亚等沿海沿边国家的重点还是在防控疫情上。

短期来看，各国都需要一个调整的时期。除了卫生和医疗领域，“一

带一路”可以拓展人道主义和人文建设的合作规划。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王路 周想 陈诚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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