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后的世界：经济民族主义会高奏凯歌吗？ 

 

米瑞亚·索丽丝1 

 

编者按：新冠疫情不仅造成世界经济衰退，还进一步破坏了多边贸易体系，导致出口

保护主义抬头。就此，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指出，一些人把抗击疫情的失败归咎于

全球化，企图诉诸经济民族主义，将适得其反；维护开放、多元的全球供应链，才是解决

问题之道。 

 

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卫生危机造成了巨大破坏。新冠病毒传播范围广、速度

快，已有 870 万人被感染，46 万人死亡。为了减缓疫情蔓延，一个又一个国家暂停了经

济活动。疫情对市场供求的冲击导致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衰退。国际贸易和

投资预计分别下滑 30%和 45%，很多国家的失业率飙升。疫情使很多人失去生命，丢掉生

计，使生活无法恢复原状。疫情也使国际秩序的走向更加不确定。未来会出现去全球化、

脱钩或经济活动回流本国吗？ 

疫情进一步冲击了已经受创的多边贸易体系。世界贸易组织已经没有机会通过多边

贸易谈判来削减关税和更新贸易与投资规则，也失去了作为核心仲裁者解决成员国之间

贸易争端的作用。2019 年 12 月，由于美国以过度管辖为名阻挠新的任命，世贸组织上诉

机构停止了运作。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之际，对基于规则的争端裁决机制的侵蚀是不祥

之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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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国放弃领导责任的行为加剧了世贸组织面临的长久挑战。中国是全球化的受

益者，加入世贸组织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并使中国市场为众多外企所青睐。但是，中国

不再致力于经济改革，而是选择“国际资本主义”模式，令其他国家付出沉重代价。中国

表面上大谈全球自由贸易，实际却给予国有企业巨额补贴和特权，不充分保护知识产权，

限制外国投资，强制技术转让，实行网络保护主义。 

特朗普政府认为世贸组织无法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但其所做的不是和志趣相投的

国家结成联盟以推出有效的多边贸易治理机制，而是进一步削弱这个国际组织。美国政

府没有为修缮争端解决机制提供蓝图，反而滥用国家安全的名义对盟国加征关税，还准

备对世贸组织发动迄今为止最具根本性的攻击——关税重置，即单方面放弃对约束性关

税（bound tariffs）的承诺，通过加征关税迫使其他国家开放市场。如果其他国家采取

报复性措施，就很可能导致贸易争端。 

中美大国竞争可以被视为关税战和对科技领先地位的争夺。经由激烈的贸易冲突，

中美于 2020 年 1 月达成一个有限的贸易协议。该协议意味着贸易战暂停，还涉及针对外

国直接投资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以及知识产权上的问题，但并未触动中国产业政策的核心

（补贴和国企），美国还维持了针对价值 3600 亿美元的中国产品的关税。中国做出了大

量购买美国产品（2000 亿美元）的承诺，但新冠疫情导致中国经济大幅下滑，使这一承

诺无法兑现。 

在建立新经济秩序的竞争中，为尖端技术设置标准位于斗争的最前线。中国正利用

产业政策杠杆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领域增加技术优势。电信和围绕 5G 技术的斗争预

示着即将到来的冲突。美国高度关注诸如华为这样的中国电信企业所带来的网络安全威

胁，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对国家安全的关切越来越侵蚀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出

于对中国获得核心技术的担心，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加强了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审

查。疫情使一些国家愈发担心具有战略价值的企业受到削弱，面临被外国收购的危险。 

新冠疫情给国际贸易体系带来了双重影响。疫情加强了一些既有的趋势，比如国际

贸易量增长减速乃至下降，政府扩大对贸易和投资的限制，经济安全问题随之凸显，中

美关系的负面影响显露出来。同时，疫情带来了新的挑战，暴露了贸易合作短缺的程度。

随着国家限制输出重要的医疗物资和个人防护装备，出口保护主义显著抬头。世贸组织

允许相关国家出于公共卫生目的采取此类限制性措施，但前提是这些措施必须是临时的

和透明的。然而，鲜有国家履行通报承诺。在分裂的气氛中，世贸组织总干事罗伯特·阿

泽维多（Roberto Azevedo）决定提前卸任，令该组织更加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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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处于世界经济“再国家化”（renationalized）的前夕？这是美国和欧洲一

些官员的愿望，他们把抗击疫情的失败归咎于全球供应链的过度延伸和对中国的过度依

赖。他们认为经济民族主义和制造业回流本国是缔造安全与繁荣的万全之策，这种观点

是错误的。它规避了政府储备必要的医疗用品的责任，而且限制出口会产生反作用，因

为那会削弱生产商扩大产量的动力，并抬高一些急需的药品和医疗设备的成本。如果当

前经济活动的暂停教会了我们什么，那便是完全依赖国内市场太危险了。更好的选择是

使供应多元化，在制造链中留有余量，以及做好物资储备。这样，全球供应链就成为解决

问题的方法，而非问题本身。 

新冠疫情不会促使大量外国企业放弃中国市场。最近对在华美国企业的调查显示，

多数企业计划留在中国。东京商工研究（Tokyo Shoko Research）2 月的一项调查显示，

只有 4%的日本企业考虑撤出中国。因此，日本政府拿出 22 亿美元重构供应链，应该被理

解为一种风险管控措施，而非脱钩措施。当跨国公司规划其商业战略时，它们必须考虑

更高层次的风险——贸易保护主义、国家安全上的管控，以及经济活动暂停等。因此，一

些中等国家在世贸组织提出建立解决贸易争端和确保关键医疗用品供应链开放的临时仲

裁机制，是应对经济民族主义的正确方法。 

全球化的“安魂曲”已被多次唱起过，在当前疫情下宣告全球化的死亡也许为时过

早。但是，在地缘政治风险和疫情扰乱的严峻考验下，全球化的进程将变得更加严酷。 

 

（李博冉摘译，归泳涛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