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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解读全球变局　探寻新长期
主义
王贤青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传播中心主任）

今天的世界有点像脱缰的野马，左冲右突、上蹿下跳，很难预判下
一站是哪里。人们都深刻地感受到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就像2022年的
开局：想不到俄乌两个大国之间还能爆发热战，参战的不仅有士兵、大
炮和价值观，还有全球金融、能源甚至短视频平台；想不到美国的通胀
率能冲高到9%，美联储要一次加息75个基点；想不到新冠肺炎疫情持
续至第三年还能使深圳、上海、北京这样的超级城市防不胜防；想不到
长江流域多地干旱，很多湖泊干涸。

这个世界令人想不到甚至不敢想的事情越来越多见，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已经不是预判，而是人皆有之的强烈感受。对于新环境，有人用
VUCA来形容，即脆弱易变、不确定、复杂和模糊，也有人比喻为从登
山到冲浪。登山时，山是固定的战略目标，你只要制订一个合宜的计划
并有足够的执行力就能登顶，至少能一步步靠近。但冲浪不同，你不知
道下一个浪从哪个方向来，强度有多大。在冲浪的时代，你随时可能被
巨浪打翻，甚至难以翻身。

全球变局真的只是随机游走的事件？我们是否过于关注这个世界
的“变”，而忽视了“不变”？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局背后，哪些是短期
意外带来的动荡，哪些是中长期趋势性变化带来的质变？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的逻辑与传导机制是什么？再进一步，长期主义还有没有用武之
地，需要什么样的调整？变局在带来挑战的同时，又蕴藏着什么样的机
会，如何把握？

正是基于无数网友这一连串的问号，2021年底腾讯新闻团队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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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传播中心决定针对全球变局开展一系列的深
度探寻。毕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作为国家高端智库，林毅夫等
教授团队成员的本职工作之一就是观察时局，研究变化背后的逻辑与方
向，提出有战略前瞻力的应对建议。

很幸运，我们的这一提议得到林毅夫教授等十多位老师的响应，他
们都是非常资深的经济学家或管理学家。我们给每一位教授都列出了长
长的问题清单，力求获得深入而系统的解答。同时，我们还特别收录了
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上林毅夫教授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
授的对话，以及姚洋教授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宾塞教授的对话。

因此，本书既不是故事的讲述，也不是答案的堆积，而是教授们手
把手地带我们一起解析全球变局背后的原因和逻辑。更有意义的是，我
们还可以从中感受老师们研究问题的方法。林毅夫老师经常讲“授人以
鱼，不如授人以渔”，在老师们心中，比结论更重要的是方法，比方法
更重要的是理念和信念。

如果我们只是旁观者，情节越跌宕的剧本越是精彩，但我们都是这
个世界的参与者，每一个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
必须认真地重新打量这个世界，学会应对。毕竟，我们的国家要继续推
进“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为下一个百年目标努力。
企业和个人也需要认真琢磨变化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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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全球新变局与中美关

第一章　中美竞争的核心与全球治理的关键 ㊟
【本文根据两位作者在2021年12月19日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上的对话翻译
整理而成。】

林毅夫1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

（1．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 2．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从特朗普到拜登，中美经济关系有何不同？

林毅夫：在中国，我们常说，作为一名精英应有志于用自己的所学
去造福社会。根据我的观察，斯蒂格利茨教授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在践
行这一理念。

我想问斯蒂格利茨教授的第一个问题是：您提到现在中国和美国之
间的经济关系与特朗普政府时期有很大不同，主要原因之一是特朗普不
懂经济学，而拜登政府更了解经济学。但是，我并没有看到美国对华政
策在拜登上台后出现很大的改变，特朗普执政时期所提出的关税等政策
仍然维持不变。那么，从特朗普时期到拜登时期，中美两国之间在经济
关系方面产生了哪些不同呢？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个问题非常好。拜登执政已经有近一年的
时间，并没有取消对华关税以及其他贸易限制政策。这是因为，在中美
摩擦的背后还有其他一些驱动因素。比如美国国内存在很多严重问题，
尤其是在产业领域，失业率高、收入水平低。美国在这些方面表现不
佳，继而导致了政治方面的问题。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美国向中国开
放市场变得难上加难。21世纪初，美国在向中国打开市场的时候，在很

6



多领域都受到了破坏性的负面影响。因此，美国国内担心，如果现在降
低关税，会导致相似的情况出现。

我想说的重点是，拜登政府明白，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不是零和
的，对外贸易是有利可图的，贸易双方都能获益。并且他们也承认，美
国的贸易赤字并非由不公平贸易引起的，而是国内总储蓄与总投资之间
不平衡的结果。所以，拜登政府的经济哲学确实与特朗普时期不同。

但是，拜登政府为什么仍然延续特朗普时期的贸易及经济政策呢？
原因就在于，现在支撑这些政策的逻辑不再是对经济学的误读，而是拜
登政府对经济和政治方面问题的考虑。所以事实就是，尽管原因不同，
但结果是相同的。

中美关系如何避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

林毅夫：我们是知识精英，应当用自己的知识来促进社会的发展。
对于中国所有的知识精英而言，我们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进一步提高人民收入
水平以及生活福祉。目前，中国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的人均GDP（国内生
产总值）大约只是美国的1/6。我们需要继续努力，使这一比例上升到
至少50%。到那时，因为人口更多，中国经济体量将会成为美国的两
倍。这中间就会经历中美两国换位的问题。

近期有很多讨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的换位与矛盾
似乎经常导致不可避免的修昔底德陷阱。我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使
用知识和智慧，来避免追赶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因地位变化而产生的矛
盾和冲突？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个人认为，只要两国之间没有军事对抗，
国家的经济体量大小并不那么重要。使一个国家富有竞争力的应该是公
民个人的能力和创新创业的活力。

举例来说，美国有很多家企业，如果说企业规模是最具决定性的因
素，那么每个行业应该只有一家企业才对。美国有非常强势且完备的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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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政策，目的就是确保每个行业都有多家企业可以自由参与竞争。我们
相信，许多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才是有利于行业和企业发展的。同样道
理，欧洲是继续让很多国家并存，还是进行更深度的国家间融合并不是
核心问题，核心问题是欧洲是否保持了竞争，是否促进了创新创业的活
力，是否提升了人民的福祉。

这个逻辑可以延伸到中美经济竞争领域。同样的道理是：核心问题
不在于中美两国的经济体量谁大谁小，而在于谁更有创新创业的活力，
谁更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才是两国值得竞争的地方。

有些人认为世界上必须有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或者行业内应该有
一家主导企业，我对此持否定态度。欧洲、美国、中国都应该有强有力
的政策来保护竞争。我不太认同那种认为一国经济体量决定一切的观
点。

发展中国家学习发达国家，为何经常学而无益？

林毅夫：关于这个观点，我想我还没有被您说服。我们都是经济学
者，知道贸易是双赢的。两国进行贸易时，一定是较小经济体获益更
多，较大经济体获益更少。所以，如果中国的经济体量达到美国的两
倍，那么美国将会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益更多。这对美国是有利的。不
幸的是，经济政策并不是由您和我这样的经济学家来制定的，所以这个
世界还存在着如此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我们知识精英不仅应当把知识贡献给自己的国家，也应当贡献给人
类和世界。最近大家经常讨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话题，在这种
大变局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全球治理方面的变化。比如：在20世纪初的
1900年左右，当时的“八国联军”，包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
意大利、俄国、日本、奥匈帝国，它们的GDP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
全球GDP总量的50.4%；到了2000年，出现了八国集团，包括美国、
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加拿大，加拿大替代了解
体的奥匈帝国。八国集团的GDP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全球GDP总
量的47%。这意味着，在近100年当中，这8个国家主导了全球的经
济、社会、文化等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知道，很多发展中国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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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100年中也非常努力地发展经济，希望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但
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发展中国家的GDP总量在世界的占比仅提高了
3.4%。同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远高于发达国家，以至于人均
GDP方面与8个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却收效甚微呢？对这个问题的
思考让我想起了1991年在匈牙利参加一个学术论坛时有幸聆听过您的
讲座，是关于经济体制转型的。您的主要观点是，转型国家不应该按照
美国所说的那样去做，而应该按照美国实际做的那样去做。那发展中国
家无法追赶上发达国家的原因，是否就在于它们是按照美国教给它们的
方法（说的）去进行转型，却没有按照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实际采用的
方式（做的）去进行发展呢？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40年前，美国实际做的是非常重视产业政
策，产业政策在推进科研与教育投资等方面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但对外，美国说自己没有那样做。这就是一种自相矛盾。美国告诉
其他转型国家：你们应当相信自由市场的力量，不要让政府插手任何
事；但与此同时在美国，互联网的诞生与发展、生物医学研究、
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发现等等重要事件的背后，都有政府的大力
支持。

韩裔经济学家张夏准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富国陷阱：发达国家
为何踢开梯子？》，指出发达国家自己通过实施行之有效的产业政策和
制度实现了快速发展，然后就踢开了那个能使发展中国家爬上去的“梯
子”，向发展中国家推荐所谓的（有限政府的）“好政策”“好制
度”，以此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如何改善全球治理？

林毅夫：中国在过去40年能发展得那么好，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没有
按照美国给我们推荐的理念和方式去做。

您在经济学领域的成果使我深受启发，您在全球政策制定领域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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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参与也鼓舞了我。比如，您在联合国多家机构担任主席，向联合国、
WTO（世界贸易组织）、WHO（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提出了非
常多的政策建议。您的不少政策建议都得到了这些机构的采纳。例如，
2014年您建议给深陷债务的国家进行债务重组；面对疫情，您建议新
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如果这些建议得到了采纳并实施，我们所处的世
界肯定比现在更好。

那为什么您的一些有坚实论证支撑并一定会造福人类的建议，最终
没有获得实施甚至采纳？学者都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为世界做出有
益的贡献，但好建议常常得不到采纳，更得不到实施，我们该如何改善
这方面的全球治理？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为什么那些明显正确的政策建议没有获得采
纳？以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豁免这件事为例。这是我在2020年10月提
出的，如果当时这项建议能得到采纳和实施，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很可能
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人类在抗疫方面可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讽刺的是，WTO原定于2021年12月初在日内瓦举行讨论疫苗知识产权
豁免的会议，却因为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流行而被迫取消了。
也就是说，WTO当初没有及时采取有效行动，结果影响到了自己。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WHO和WTO当初没有及时采纳新冠疫苗的
知识产权豁免这个提议？其实答案很简单——制药企业反对。制药企业
为什么反对？因为它们要从疫苗垄断中获利。销售疫苗给制药企业带来
了极大的收益，如果疫苗专利豁免实施了，疫苗价格会下降，制药企业
的利润也会大幅下降。然而，如果疫苗专利豁免实施了，全球抗疫形势
会大幅好转，病毒也不会产生如此多的变异毒株，比如奥密克戎。所
以，这是一个“人民”与“利益”相对抗的例子。

不幸的是，现有国际组织架构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极大影响和制
约：在知识产权方面是制药企业，在金融领域是华尔街，在债务问题上
是债权机构。原因是什么？在我看来，部分原因在于这些议题与普通民
众距离较远，民众之上有地方政府、州政府、国家政府，更不用说全球
治理机构了。因此，让老百姓从全球治理的大局角度去看问题是很难
的。然而，虽然大众不去关注，但这些议题如知识产权、债务重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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