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论坛 2018观点集萃 

区域“去一体化”：现状、动因和出路 

高端圆桌 08   第一场   

5 月 26日 13:30-15:15 

 

主  席：万广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罗长远：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主持人：万广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鞠建东 
清华大学国际金

融与经济研究中

心主任 

中美贸易争端解析 
1. 在中美贸易关系中，存在对贸易利得的争议是正常的，但是因为贸

易摩擦直接干预生产价值链是不可取的，因此中兴事件引起了高度关

注。 
2. 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和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格局将会形

成，“美国主导”的旧格局会被打破，因此会引起美国方面的不满。

全球经济发展与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演变。 
3. 中国要防止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出现日本式、苏联式和国际金融危机

三类危险。中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推动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

和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构。虽然面对着中美贸易摩擦，但中国贸易的未

来发展是光明的。 

陆毅 
清华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教授 
 

中美贸易对美国经济影响 
1. 来自中国的进口对美国的渗透度逐渐提高，而美国的制造业就业率

下降。很多美国学者都认为来自中国的进口是导致美国劳动力就业和

工资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 
2. 针对政治和媒体的研究发现，认为中国进口产品导致美国劳动力减

少的国会议员容易投票给民主党；持这种观点的媒体倾向于使用负面

词汇来报道中国。 
3. 美国反倾销调查就像一种筛选器，在中国反倾销调查之后留下来的

都是强的公司，而在美国反而是那些弱的公司被保护和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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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忠 
上海对外经贸大

学国际经贸学院

院长 

“去一体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与高质量开放 
1. 高质量的发展来自于高质量的改革，高质量的改革源自于高质量的

开放的倒逼。过去的开放基本上是基于外需加上国内的要素供给能力

的全球化战略，未来高质量的开放应基于内需然后加上全球资源配置

能力的全球化。 
2. “进口博览会”是高质量开放的重大实践和典型示范。进口博览会

能突出彰显三个比较优势：制造大国、投资大国、互联网大国。 
3. 进口博览会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

括区域的经济活力的增强、国际产能合作，包括双边一体化和区域一

体化，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币的国际化。 

盛斌  
南开大学经济学

院院长 

中国在亚太区域一体化中的角色 
1. 全球生产网络催生与呼唤新贸易规则，新贸易条款主要践行于高标

准区域贸易协定。 
2. 度量贸易协定质量并考察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主要有两种

方法，一是频数法，二是计分法。 
3. 亚太地区区域价值链贸易关系：贸易保护主义导致亚太地区高标准

区域贸易协定流产，使该区域面临“去一体化”威胁。中国应在亚太

区域经济“再一体化”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讨论总结 1. 关于中美贸易战结局预期的讨论，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2. 关于政府在出口方面支持作用的讨论。 
 

（编辑：左旭、李昀蕗） 

 



上海论坛 2018观点集萃 

区域“去一体化”：现状、动因和出路 

高端圆桌 08    第二场   

5 月 26日 15:30-17:00 

 

主  席：万广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罗长远：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主持人：罗长远：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Paolo Epifani  
宁波诺丁汉大学

经济学院院长 

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基于贸易视角 
1. Gourinchas 和 Jeanne 曾提出所谓的“分配谜题”：68 个发展中国家

和新兴国家 1980-2000 年的横截面数据显示，资本净流出和生产率增

长率负相关。 
2. 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制造业贸易逆差对生产率有负向影响。 
3. 由于资本净流出与制造业贸易逆差有关，一个有中间品的两部门多

国贸易模型可以解决这一分配谜题。 
 

张磊 
上海对外经贸大

学WTO研究教育

学院院长 

WTO 在反“去一体化”中的角色 
1. 寻求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佳途径：重点应该是确定如何缓解真正的

挑战，并利用区域贸易协定带来的机遇，促进经济一体化和促进可持

续发展。 
2. 现有方法存在的问题：缺乏政治意愿；资源约束；针对了错误的“问

题”。 
3. 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转换：获取关于区域贸易协定的新信息、数

据和分析；谈判和实施区域贸易协定；深化区域一体化；区域贸易协

定的聚焦和多边化；发展配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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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大中 
复旦大学世界经

济系副主任 

WTO 的边缘化与区域一体化的演变：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1. 关于全球系统是否正在崩溃的辩论，两个观点： 
  WTO 面临的挑战：全球价值链和离岸的崛起有可能会影响到 WTO
的效率 
2. 全球价值链三大阶段： 
  生产分裂在全世界 

全球价值链由跨国公司主导 
GVC 不是全球性而是地区性 

3. 如果中国采取地区主义政策，那么政府需要考虑如何选择贸易伙伴

以及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樊海潮 
复旦大学世界经

济研究所副教授 

开放还是封闭：基于“中美贸易战”和“中国加入 WTO”的量化分析 
1. 中美贸易战会降低两国的总体福利水平。 
2.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福利水平下降更多。 
3. 总体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对福利水平的影响不超过 1%。 
4. 中国加入 WTO 会增加所有国家的福利水平。 

讨论总结 1. 关于 Paolo Epifani 的研究是否能够应用于发达国家的讨论。 
2. 关于樊海潮老师的研究是否将全球价值链纳入考虑的讨论。 
3. 关于中国坚持多边贸易与区域性贸易共同发展的战略的讨论。 

（编辑： 左旭、李昀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