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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贸易战没有赢家

与会国际人士认为，中国和美国都
是全球化的受益者，长期以来中美经贸
关系是互利共赢的。美国此举不利于
中方利益，不利于美方利益，不利于全
球利益。

贝莱德集团首席执行官劳伦斯·芬
克认为，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取得的最大
成就之一，过去 10年，全世界涌现出越
来越多的中等收入群体。“虽然也有一
些人在全球化中落后了，但我不相信贸
易战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打贸易战是没
用的。”劳伦斯·芬克说。

“美国有点迷失方向了。”耶鲁大学
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认为，美国的
政策总是受总统飘忽不定的思路影响，

虽然有政策顾问辅助设计一些政策，但
这些政策也是非常令人担忧的，而且是
会带来风险的。

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直
言，现任美国政府的政策逻辑很难理
解。打贸易战以牙还牙，是不可能共赢
的。大国关系的伟大就在于能在尊重
彼此的尊严和传统的同时，就一些共同
关注的问题展开合作，创造一些法制和
程序来处理商业纠纷。“中美两国能够
打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我坚信这是
完全可以做到的。”劳伦斯·萨默斯说。

多边贸易体系来之不易

“过去几年，我们在多边贸易体系方
面的工作是相对比较成功的，我们不断
开放贸易，来推动经济增长。当然，多边
贸易体系并不是完美的，有必要进行一
系列改进，但所有这些都必须通过谈判
来实现。”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
尔·拉米强调，国际贸易需要基于规则的
游戏，而不是基于实力和强权。

帕斯卡尔·拉米指出，大国角力
的结果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因为不满
而使现在的贸易体系受到摧毁或变得
不再稳定，对于那些对贸易开放有很
大依存度的国家而言，存在非常大的
风 险 ， 包 括 中 国 、 欧 盟 ， 也 包 括 美
国，“现在唯一对这个制度和贸易体系
不满的最大的经济体是美国，至少在
目前来看是这样的”。

帕斯卡尔·拉米指出，经济和政治两
者之间的错位和脱节，可能会带来或加
速经济和文化的变革，对全球化产生影
响，给世界人民的生活带来影响。解决
这个问题，需要更开放的社会和更开放
的市场。所谓的“保护”应该是保护人
类、保护星球，而不是“保护主义”。

帕斯卡尔·拉米认为，真正解决问题
的方法，并不是关闭市场实行保护主义，
而是要有充分的政策保障，无论是社会
政策、教育政策，还是保障劳动力市场的
灵活性。这也涉及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合
作，工会和社会团体的合作等。“我们现
在非常明确地知道，向保护主义低头，会
让我们所有人都受到伤害。”帕斯卡尔·
拉米强调。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研究
员、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指出，目前
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是在 《关贸总协
定》 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演进的基础上
形成的，这一成绩的取得并不轻松。

“我们不想看到一些贸易的争端变成充
分的、完全的贸易战。”陆克文表示，
WTO 对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是作出了
裁定的，但美国无视了这一裁定。他表
示，如果全球贸易规则体系崩溃的话，
备选方案只能是适者生存。“如果你了
解经济历史的话，就会知道这是不利
的。”陆克文说。

对话合作共同做大蛋糕

“我坚定地认为，包容必须成为全
球经济的核心。”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
蒂姆·库克认为，拥抱开放、拥抱贸
易、拥抱多样性的国家，将更加容易获
得成功，那些拒绝开放、拒绝贸易的国
家可能会失败。中美两国可以通过合作
把蛋糕做大，做到“1+1=3”，而不是去
争夺一块蛋糕。

“市场是有自己声音的，我们也应当
去听这样的声音。美国大公司因为全球
化受益，中国的大公司也受益，两个国家
都因为全球化而受益。更重要的是，全
世界需要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和美国，不
想看到中美之间打贸易战。”劳伦斯·芬

克认为，贸易战绝对会减少未来的机
遇。希望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找到
共同点，塑造互信，为两国经济打造更好
的未来。

劳伦斯·萨默斯表示，展望未来30年
的中美关系，要想构建一个让美国成功、
中国失败的情景是非常困难的，构建一
个让中国成功、美国失败的情景也同样
困难。两个国家如今像是在汹涌海浪中
处在同一条小船上，到底是想要共同发
展还是想要别的，双方都要意识到这一
点，这非常重要。

劳伦斯·萨默斯认为，目前中国政府
是愿意本着长期战略性的眼光来思考问
题的，而美国政府更多地以交易性的短
期视角来看待世界。双方对成功的谈判
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他认为，双方可以
把谈判框架放宽一点，更多地基于两国
的长期关系展开讨论。

史蒂芬·罗奇指出，有一种观点认
为，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并没有按照
西方所认为的规则或方式来行事。这种
观点是很不负责任的。事实上，中国已
经做得很好，一直在WTO规则框架内行
事。只是西方世界一直对中国存在误
读。他举例说，“比如，美国和中国贸易
不平衡问题，特朗普说是 5000 亿美元，
但真正的数字是 3750 亿美元，这是基于
在中国的附加值算出来的。事实上，实
际的数字应该比这个还要低 40%，可能
是 2500 亿美元。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其
实是可以以更好的方式把真正的事实传
递给世界的”。

史蒂芬·罗奇建议，中国应当把自己
在全球商务贸易和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的
重要角色，以及在价值链的平衡方面发
挥的重要作用更好地传递给全世界听。
同时，要以更有效的方式反驳那些错误
言论。

国际人士谈美国挑起贸易战——

贸易保护主义损人不利己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熊 丽

全球价值链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结果，也在不断推动
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不同国家都希望在全球价值链中
提升位置，占据一个更高端、拥有更高附加值的位置。然
而，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让全球化遭遇困难，也阻碍了
全球价值链重塑。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与会
嘉宾就“全球价值链重塑”话题展开了深度对话。

“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是行不通的。大国之间的贸易
摩擦和博弈将会严重地影响全球经济的增长。”商务部原部
长、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德铭认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
际贸易和多边的贸易组织，是全球价值链能够发展的根本
保证。大国之间的贸易应回归到多边的贸易机构来磋商。
脱离了世界贸易组织征收惩罚性关税，就容易引起贸易
战。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样的做法会损人害己，
最后谁也不是赢家。

马里兰大学高级研究员、美国前贸易代表苏珊·施
瓦布认为，政府采取的限制贸易的干预措施会对全球价
值链的演变造成破坏。全球化正面临一些挑战，包括市
场波动性和市场的不确定性、贸易保护主要带来成本的
提高。各国都希望消除贸易障碍，从而保证全球经济增
长和繁荣。

如何让全球价值链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
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一
方面要靠国际间的协议，另一方面要靠国内改革。“中国对
更加开放、深度、多元的开放体系一直保持积极态度。同
时，中国也正在积极推动国内的改革。”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特聘研究员、美国前贸易代表
迈克尔·弗罗曼认为，中国今天所取得的成功得益于开
放的多边贸易体系，而且中国的国内环境使快速发展成
为可能。他期待，中国能够进一步改革，进一步开放市
场。希望能够在国际贸易中建立起平等统一的出发点
和基础。

贸易保护阻碍全球价值链重塑
本报记者 吴 浩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得到
越来越多的沿线国家积极响应。在由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
论坛 2018 年会上，有多个分组会以“一
带一路”为讨论主题。与会嘉宾普遍认
为，基于“一带一路”的建设能够促进各
国互联互通，更好地满足已有需求的同
时催生新的需求，推动世界经济再平
衡。“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化的新动能、
新引擎。

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

力 拓 集 团 首 席 执 行 官 夏 杰 思 表
示，现在有很多批评全球化的声音，
但当前面临的问题并非是全球化不可
避免的后果，世界各国的公司、政府
应该有更长远的目标。树立起贸易或
者投资的壁垒，事实上只会带来经济
停滞、更高的失业率以及更低的生活
水平。“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进步是
基于融合而不是孤立，无论是‘一带
一路’建设还是贸易往来都应牢记这
点。”夏杰思说。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晏志勇表示，中国电建是全
球重要的承包商，从一开始中国电建就
明确“一带一路”的机会和成果应该属
于全球，所以在参与的过程中一直奉行
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而不是自
持优势，追求赢家独赢。中国五矿集团
有限公司是最早“走出去”开展国际合
作的中国企业，公司副总经理张兆祥介
绍，中国五矿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
家聘用的员工超过 1.3 万人，所属企业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帮助社区改善基础
设施建设，改善医疗条件，增进当地民
生福祉，成为“一带一路”上的经济使
者和友好使者。

科学系统规划必不可少

与会嘉宾表示，要想取得“一带一
路”建设的成功，一定要有一个科学、系
统、全面的，既顾当前，又能着眼于未来
的规划，切不可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而
进行应急性的建设，为未来的可持续发
展留下路障。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
强调，“一带一路”将会对世界产生巨大
影响，在建设过程中应该将环境的可持

续性作为一个关键指标。“如果‘一带一
路’建设更多是基于化石燃料的基建，或
者基于原材料消耗的建设，放在历史长
河里将会被看作是灾难。”杰弗里·萨克
斯表示，作为 21 世纪的建设者，如果能
够引领绿色趋势，建设绿色、智能互联的
基础设施，那么将造就历史，为未来的发
展营造一个可持续的前景。

杰弗里·萨克斯说，“一带一路”倡议
就是要用一流的技术打造一个现代化
的、互联互通的命运共同体，“如果电动
汽车、高铁都在碳中和的电网上运行，如
果高速路上开的都是绿色环保的电动
车，如果用新材料在欧亚大陆之间形成
连通，那就再好不过了”。

金融支持至关重要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
要方面，需要规划设计一种合理的商业
模式来支撑。香港铁路有限公司主席
马时亨说，海量基建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必然需要巨量的资金支持。如果缺乏
合理的商业模式对项目投融资作出良
好的安排，项目前期大体量的建设资金
将难以筹集，后期的运营资金更是难以

维系。
破解资金难题，来自金融的支持至

关重要。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副主席王兆星表示，中国欢迎符合条件
的“一带一路”国家的银行来华设立机
构，开展业务，加强合作，共同参与“一带
一路”的建设。近期国家也正在积极稳
妥推进银行业进一步的对外开放，也宣
布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措施，将为外资
金 融 机 构 在 华 经 营 提 供 更 大 的 发 展
空间。

英国保诚集团首席执行官麦克·威
尔斯表示，“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的资金
单靠银行系统肯定是不可能实现的，保
险业可以在其中发挥重大作用，“保险公
司的资本投资期更长，可以更好地满足
客户的需求。而且在我们的投资组合当
中，用我们的资产来投资这样的项目也
是符合逻辑的”。友邦保险控股有限公
司集团首席执行官、总裁黄经辉也表示，

“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项目的建设周期和
寿险公司的资产特点非常契合，适合寿
险公司进行投资，通过这种方式，寿险公
司可以有效地将本地零售、储蓄转化为
长期可持续的资本，为政府主导的基础
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支持。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与会嘉宾普遍认为——

“一带一路”打造全球化新动能
本报记者 周明阳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

宣布依据对华 301 调查报

告，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大规模征收关税，规模达

600亿美元。在由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

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多

位国际机构负责人、专家学

者和世界500强企业家纷纷

发声，认为此举违背国际贸

易规则，贸易保护主义将会

毁掉当前世界经济来之不

易的复苏势头，单边主义、

贸易战更是损人不利己。

连续 10 年来华参加中
国发展高层论坛的美国安利
公司总裁德·狄维士表示，改
革开放40年，中国取得了任
何人无法忽视的、翻天覆地
的伟大变化和成就。改革开
放不仅给中国带来巨大变
化 ，也 给 世 界 带 来 了 积 极
变化。

作为外资企业，安利在
中国的发展受益于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狄维士表示，中
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辐射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强大和深远。
尽管全球经济的发展面临挑战，但中国市场依然深具增长
潜力，胜于其他国家或地区。

如何看待当前的中美经贸关系，中美双方应为推动全
球经济增长承担哪些责任？狄维士回答说，中美两国关系
有着悠久而友好的历史，也有着非常牢固的根基。目前中
美双方经贸方面出现的一些摩擦，是短期的。稳固的中美
关系，对两国来说都非常重要，对全球也是非常有益的，他
相信两国关系会回到更加健康和稳健的轨道上来。

狄维士表示，作为企业界的代表，对中美双方出现的经
贸摩擦感到失望，“我和许多美国企业家都相信中美两国一
定会妥善处理关税问题，中美两国的贸易往来也会在未来
继续得到深化。从企业的角度，我们会更加努力促进两国
的交流，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中美经贸应当相向而行，基
于自由公平的基础建立一个双方都接受的贸易规则，通过
扩大彼此市场准入等开放举措，在合作中改善不平衡，在平
等协商中探讨新路径，实现和谐共赢”。

ABB 集团首席执行官史
毕 福 在 中 国 发 展 高 层 论 坛
2018 年会上提交了一份题为

《人工智能时代的制造业转型
升级》的建议，建议中国利用先
进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加速
制造业升级。

这是史毕福连续第5年参
加论坛。史毕福指出，当前，在
全球范围内，大量资本正涌入

人工智能，特别是机器学习领域。渐趋复杂的算法、日益强
大的计算机、激增的数据以及提升的数据存储性能，为该领
域在不久的将来实现质的飞跃奠定了基础。尽管如此，人
工智能以及其他颠覆性技术主要还是集中于消费领域，要
真正实现以科技创新重塑中国经济，这些前沿技术在工业
领域及企业间的大规模应用则更为关键。

革命性的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的融合充满挑战，但潜
在的收益无比巨大，能够帮助企业寻求最优的解决方
案，应对积弊，创造价值。史毕福提出，人工智能技术
与物理世界日益紧密的联系，也会带来数据安全及伦理
道德方面的挑战。在这个数据赋能的新时代，必须充分
关注数据共享在创造便利和优势的同时所面临的潜在安
全风险。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道德行
为准则，将成为人工智能兼顾发展和风险控制的重要
保障。

史毕福表示，未来，人工智能将在重塑中国制造业的进
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真正实现转型还需要创造积极的发
展环境，这还需要各方面继续努力。

美国安利公司总裁德·狄维士：

中美经贸应当相向而行
本报记者 陈 颐

ABB集团首席执行官史毕福：

人工智能将重塑中国制造业
本报记者 陈 颐

左图 3月24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

发展高层论坛现场，由微软提供技术支持，推出现场问卷

调查，综合呈现与会嘉宾对哪些中国议题感兴趣。

本报记者 袁 勇摄

上图 3月 24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数字支付

公司Visa在北京共同签署了研究项目合作备忘录。双方

同意基于各自优势，开展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研究，探索

利用数字技术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助力中国扶贫攻

坚。 本报记者 周明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