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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 经 济 论 坛 2021

年特别年会将于 5 月在新

加坡举行。

2017 年 1 月 17 日 ，

习近平主席在瑞士达沃斯

国际会议中心出席世界经

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

式，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

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的主

旨演讲，引起全球各界广

泛关注和赞誉。

近日，世界经济论坛

总裁博尔格·布伦德在

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对习主席

的 演 讲 记 忆 犹 新 ，

认为习主席在演讲

中提出的观点在

当前仍具有重要

意义。

博 尔 格·

布 伦 德 表 示 ，

习主席提出的

支持深化全球

伙伴关系和加

强 全 球 合 作

等 观 点 非 常

重要。习主席

谈 道 ：“ 不 能

一 遇 到 风 浪

就退回到港湾

中 去 ，那 是 永

远 不 能 到 达 彼

岸的 。”博尔格·

布 伦 德 说 ，面 对

世 界 各 地 的 保 护

主义“逆风”，习主席

的上述观点可谓洞察

先机。

博尔格·布伦德说，过

去一年充满挑战和不确定

性。但有一点更加确定，

那就是为了一个更健康、

更繁荣的世界，需要强有力的多边和利益攸关方紧密

合作。只有通过共同努力，各方才能更好应对全球公

共卫生突发事件，推动经济复苏。现在看，这一希望似

乎已近在眼前。

但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和公共卫生方面的挑

战，我们看到一些国家本能地“拉起吊桥，撤退到边

界后面”。正如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央行

和 20 国集团（G20）采取的合作行动成为复苏的关

键。此外，应对气候变化等长期挑战也需要加强全

球合作。

关于当前全球化趋势和挑战，博尔格·布伦德表

示，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世界的动荡与分裂。竞争正

在超越合作，病毒助长了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情绪。

“尽管一些经济学家预测，疫情将加速去全球化进程，

但我们必须记住，这场疫情表明，世界是紧密相连的。”

因此，随着经济复苏，全球化可能会与疫情之前的情况

大不相同。例如，商品贸易水平有可能继续下降，但其

他相互联系有望扩大。同时，在创新方面的全球伙伴

关系将会深化。此外，对数字经济的依赖可能会使专

业服务离岸外包更加容易。

博尔格·布伦德强调，习主席在讲话中指出，经济

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

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全

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

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在当前形

势下，这一观点更加重要。博尔格·布伦德说，鉴于复

苏不平衡的风险切实存在，未来需要努力确保复苏的

广度和包容性。在经济恢复的过程中，旧的全球化模

式必须得到改进，必须更加突出公平和韧性。

在谈到如何看待中国在推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

时，博尔格·布伦德说，通过过去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中国已加入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欧投资协

定谈判也已完成。中国正在向世界发出中国支持开

放贸易体系的强烈信号。

博尔格·布伦德表示，世界经济论坛

达沃斯议程旨在通过召集来自世界各地

的公共和私营部门的领导人，共同

磋商未来一年的优先事项。在

这方面，中国所主张的保护

环境和尊重生态文明的

指 导 思 想 具 有 重

要意义。

2017 年 1 月，习近平主席在瑞士发表人类

命运共同体演讲。4 年来，中国积极应对全球

性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充分展

现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意愿。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全球治理室主任任琳、

《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主任徐进日前在接

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核心概念，体

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创新，是对国际

秩序相关理论的全新发展，必将重塑当代国际

秩序规范。

记者：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面临哪些

突出的问题与矛盾，国际社会作出了哪些探

索，效果如何？

徐进：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面临的最

大困难是反经济全球化力量与逆经济全球化

力量的合流。这两股力量的联合对经济全球

化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很多阻碍。反经济全球

化力量主要来自民间，逆经济全球化力量主要

来自有关国家政府。

民粹主义是这两股力量的中间桥梁。持

逆经济全球化立场的政客通过民粹主义动员

群众，得到反经济全球化力量的支持。一旦这

些人执政，就会执行逆经济全球化的政策，以

回应反经济全球化人士的政治和经济诉求。

目前，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并无成熟解决

方案。当然，我们希望经济全球化的受益国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联合起来，采取包容性发展政

策，减少其他国家的损失。

记者：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背景是什么？结合当前国际形势，如何评价中

国提出的这一主张？

徐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

的核心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

时代中国外交追求的总目标。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意义主要体现在

概念、实践、规范三个方面。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理论的核心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将国家视为彼此命运共享、平等共赢的主

体，而非相互争夺权力的行为体，体现了全球

化时代的国际体系特征，即世界各国紧密联

系、相互依赖。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的实践创新。中国将自身视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分子，将世界视为人类命运

的共同体。奋发有为，承担起促进人类命运共

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重任，是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在实践中不断创新的思想基础。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当代国际

秩序的规范创新。在全球化时代，相互依赖而

非矛盾冲突已经成为国家间关系的最突出特

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凸显了国家间的相

互依赖，这是对国际秩序前景的全新想象，更

是对国际秩序相关理论的全新发展，必将重塑

当代国际秩序规范。

记者：4 年来，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中国采取的哪些举措和行动最为世界所关

注，原因何在？

任琳：当多边主义受挫，全球经贸治理停

滞，中国以开放包容的积极姿态，坚持维护多

边主义的原则立场，支持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

革升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是寻求

合作共赢，实现路径是坚持多边主义，借助国

际组织和机制，尊重与践行国际规则。

当疫情肆虐危害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安

全之时，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积极投身全球联合抗疫。在疫情发生初

期，中国及时分享抗疫相关信息，与国际专家

频繁开展线上研讨与会诊，为疫苗和有效药物

研发争取时间。随着疫苗研发的推进，中国又

表示愿与各国加强疫苗研发和使用合作，为各

国抗击疫情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此

外，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经济社会

的脆弱性，2020年中国作为缓债金额最多的国

家，为落实 G20缓债倡议作出了巨大贡献。以

上事实都展现出疫情面前中国作为负责任大

国的担当。

记者：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共同发展

方面，世界对中国又寄予了哪些希望？

任琳：世界对中国寄予诸多希望，最核心

的要点有两个。

一方面，世界经济的恢复需要中国助力。

在世界经济遭遇疫情严重冲击、疲态倍显之

时，中国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大力推动高水平开

放的众多举措，为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的复苏

提供了强劲动力和利好信号。

另一方面，全球治理体系的维系和改革需

要中国参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

国成立 75 周年大会上呼吁建立一个果断、协

调、灵活、随时可应对各种全球问题和挑战

的全球治理体系。这也从侧面折射出

全球治理体系亟需改革，提升有效

性。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进

程中，世界期待中国参

与、中国方案和中

国智慧。

2017年1月17日，瑞士达沃斯，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主旨演讲。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

国日内瓦总部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旨演讲。

两次演讲中，习近平主席系统阐述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新时代关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核心理

念，主张全球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两场演讲在全球范围产生广泛共鸣，形成了强大的感召力。

世界好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才能好 中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世界才更好
——中外专家谈习近平主席在瑞士发表人类命运共同体演讲四周年中外专家谈习近平主席在瑞士发表人类命运共同体演讲四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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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及推进经济全球化的重要

意义，标普全球评级亚太区

首席经济学家肖恩·罗谢近

日接受了经济日报记者的采

访。罗谢表示，在应对全球

性挑战、促进共同发展方面，

中国将在全球舞台上发挥更

大的作用。

罗谢表示，当前经济全

球化最大的问题在于——在

许多国家，普通工薪阶层因

收入差距与富裕阶层拉大而

迷失感增强。

解 决 上 述 问 题 需 要 一

定时间，需要国际合作。一

方面，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可

通过完善社会安全网或提

高低薪服务业工人的待遇

来为其民众尤其是转岗工

人阶层提供更大的经济安

全。另一方面，国际社会要

致力于促进更紧密联系的

全球经济，这需要更加透明

的贸易协议来平衡各经济

体间的竞争环境。这需要

很大的政治勇气和很高

的治理水平。

罗谢表示，中国提

议 建 立 一 个“ 持 久 和

平、普遍安全、共同繁

荣 、开 放 包 容 、清 洁

美丽的世界”，这对

促进经济全球化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 是 有 益 的 尝 试 ，

尤其是可以增进有

关对话和协调。

当前，中国为推

进这一议程所做的

最重要、最令人印象

深刻的努力，就是要在 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承

诺。这一承诺让国际社会认识到，气候变化是

全世界必须解决并且只能共同解决的最重要的

问题之一。

鉴于中国仍然是具有中等工业基础的经济

体，中国要实现碳中和承诺，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将

比许多较富裕的经济体更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

国为推进经济全球化、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树立了很

好的榜样。

罗谢强调，几乎可以肯定，中国将在全球舞台上

发挥更大的作用。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如果不把中国

放在首位，就不可能对国际贸易和金融架构进行任何

形式的讨论。“十三五”期间中国新建了多个自由贸易

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继续缩减。在实施金融体制改

革和稳健推动对外开放方面更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就，为众多海外机构和民众分享中国发展成果提供

了机会。

罗谢建议，中国在全球化中发挥作用可采取一种

更有效的方式——立足自身创新并因此帮助解决全球

性问题。例如，如期完成谈判的中欧投资协定就值得

鼓励，因为它改善了中国企业在绿色技术领域的国际

市场准入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