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论坛 2017 观点集萃 

亚欧能否拯救全球化——基于亚欧合作的视角 

全球治理子论坛 02 第一场 

2017/5/28 8:30-10:20  

 

主席：丁纯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Daniel Gros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 

主持人：丁纯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Bernard 

Hoekman 

欧洲大学学院 

多极化世界经济背景下的多边合作前景 

1、总体来讲，WTO 在解决贸易纷争的机制，以及未来方向的问题上

取得相当的进展和成功。 

2、我们对全球经济不应该过于悲观。同时随着全球的经济结构从第一

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我们需要有与之对应的一系列政策来进行支

持。 

3、我们觉得应该更多的使用 WTO 的多边机制解决全球的问题，这是

这种机制的宗旨所在。中国、欧盟等需要承担领导责任，保护我们长

期建立起来的贸易体制。 

 

 

Daniel Gros 

欧洲政策研究

中心 

 

 

 

 

 

 

 

 

Jacques 

Pelkmans 

欧洲政策研究

中心 

 

 

 

 

 

 

 

 

是什么力量支持一个自由化、多极化的贸易体系？ 

1、全球的局势比很多人想的要乐观。 

2、贸易非常重要，但更多的贸易是通过消除贸易壁垒达成。在过去几

年当中，贸易的发展遭遇一些困难，发达国家通过关税降低增加贸易

几无空间，但新兴国家还有余地。 

3、近 20 年贸易的发展很大一部分是源于原材料和石油的价格提升，

还有部分源于全球增加值链重要性的提高。 

4、全球化和去全球化这两个概念都被夸大了。近期我们不会看到各个

国家，各个地区贸易政策有非常大的变化。 

 

 

中国和欧盟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领导力 

1、大国在全球贸易当中，应该扮演强有力的领导角色。没有坚定的领

导力，唯一能够稳定多边贸易体系的方式就是 WTO 的裁决。但是裁

决只有在大多数国家遵守规则的时候才有效，但不能够全指望裁决来

运作 WTO。 

2、美国优先淡化美国的领导角色。欧盟和中国历史上存在争端，他们

并不愿意形成一个统一联合的领导力。但欧盟和中国现在有潜在的领

导能力和意愿。 

3、欧盟在货物生产和贸易中的表现比美国表现更好。 

4、中国的问题是能力，中国需要减小领导能力与领导意愿间的差距。

这是中国和欧盟目前差距所在。 

5、欧盟也有自己的局限，比如贸易合约中包含非贸易问题导致领导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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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 

中国社会科学

院欧洲研究所 

 

 

 

 

 

 

 

金玲 

中国国际问题

研究院欧洲研

究所 

 

 

 

 

 

 

 

 

 

 

 

丁纯 

复旦大学欧洲问

题研究中心 

 

力的削弱。 

 

 

产业竞争力与中欧合作 

1、欧洲主要的产品是机械生产，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最具出口

竞争优势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增长最快的是技术密集型产品，

比如说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和消费电子产品。 

2、中国与欧洲之间在出口产品的结构上存在互补性，特别是在出口的

产业结构方面。。总体就欧洲来讲，他们在机械制造、汽车、交通、化

学和制药领域有综合竞争力。对于中国竞争优势是在纺织品，还有成

衣、鞋子、家用电器、ICT 消费电子以及一般制造业产品。 

 

 

中欧在非合作的现状与困难 

1、中欧的合作可能无法拯救全球化，但是至少通过这样的合作，可以

增加互信，以促进全球化。 

2、中欧有很多互补性，双方之间以及在第三方的合作，都可以采用这

样的合作原则。 

3、近年来双方对非洲的政策存在趋同。欧盟采用非常务实的做法，转

向治理问题。他们的政策不只限于援助，而是采用多种机制来强调投

资以及贸易的作用。中国现在越来越关注治理和安全的问题，并且更

加强调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平衡。 

4、中欧之间还是存在缺乏战略互信的现象。我们应该采取务实的做

法，逐步消除这种不互信。 

 

 

 

 

中欧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现状，问题与前景 

1、 目前，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欧盟通过多个平台展开了合作，

同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2、 中欧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存在不少问题。欧方担忧中国的地

缘政治意图、转移过剩产能、经济影响等，项目本身也存在与欧

洲合作方需求匹配问题 

3、 一带一路的在经济效率和风险上还存在问题 

4、 一带一路有助于推动贸易成长，欧方应当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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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欧能否拯救全球化——基于亚欧合作的视角 

全球治理子论坛 02 第二场 

2017/5/28 10:20-12:00  

 

主席：丁纯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Daniel Gros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 

主持人：Daniel Gros,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Jeff Schott 

彼得森国际经

济研究所 

世界贸易体系面临的挑战 

1．对世界贸易悲观，尤其是美中贸易 

2.美国宏观经济政策扩大贸易赤字，增加保护主义压力。 

3.世界贸易体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亚太地区和跨大西洋地区的大型区

域贸易协议的缩减，特别是美国不仔细分析退出 TPP。其他 TPP 参与

者继续前进，促进自由贸易和经济一体化。 

4.跨大西洋面临更多障碍 

5.保持谈判公开，使 TPP 更具包容性。RCEP 还不够开放 

6.世贸组织推进缓慢。美国认为，世贸组织规则给新兴国家带来不公

平的好处。中国可以通过强调规则实现对世界贸易体系的领导。 

7.美中贸易逆差的缓和措施影响不大 

 

 

 

 

权衡 

上海社会科学

院经济研究所 

世界经济新周期与中国经济新增长和新贡献 

1.世界经济应该迎接新的发展周期。全球经济增长依然脆弱，包括发

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而全球债务正在积累。 

2.我们没有找到新的技术作为经济的新动力。世界经济面临着许多悖

论。 

3.全球化受到挑战，但不会逆转。现在不应该再平衡世界经济，而应

该开始世界经济新的长周期：结构改革，新引擎，新的全球治理，新

技术 

4.中国新常态经济将把世界经济带入繁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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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波 

厦门大学经济

学院 

AIIB（亚投行）, NDB（新开发银行）的融资职能及其发展理

念 

1. 在国际合作上，中国非常重视基础设施方面，这种发展观有别于西

方世界。 

2.研究证明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发展。亚洲等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的

需求很大 

3.世行和亚行的贷款中基建贷款只占一小部分。中国的发展规划更加

重视基础设施建设。 

4.我们应该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应该是独

立和多样化的。 

盛斌 

南开大学研究

生院 

逆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角色 

1.全球化面临最难的时期。 

2.反全球化的原因：由于技术，数字差距和过度金融化而导致的高素

质劳动者与低素质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大量移民和难民；贸易 

3.中国的作用：中国应该继续开放;中国提供公共物品；中国应改变全

球治理的意识形态;中国应该提高软实力 

袁堂军 

复旦大学亚洲

经济研究中心 

 

全球化还是保护主义？2 次外部冲击对亚洲经济及国际分工

的影响 

1.过去两场金融危机促进了亚洲国家的经济一体化。 

2.亚洲生产网络具有强韧性，因此在危机爆发后不久就会恢复增长。

生产程序分布于不同国家，并通过服务连接，称为“模块化生产”。 

3.中国是亚洲生产网络的中心。 

4.保护主义的兴起源自全球价值链企业的生产格局。指示产权保护等

制度改革是抵御逆全球化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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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ill Kim 

高丽大学经济

学院 

从欧洲以往的经验与未来的政策合作角度分析亚洲国家之间

的合作 

1.从东北亚的视角 

2.老龄化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尤其是在东北亚。 

3.互联互通对整个东北亚有利，但由于社会文化多样，政治纠纷等因

素，经济合作有限。需要制定全面的区域合作计划。 

4.区域合作应从小领域开始，逐步推进。老龄化问题可能是合作的基

础 

（编辑：林沐章，杨嘉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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