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信息 

1. 全球化仍能发挥作用，但需要应对各种挑战（经济和非经济挑战）： 

 重振趋同过程：主要新兴经济体没有在继续追赶发达经济体的收入水平。这似乎与全

球化的前景不符。 

 采取什么措施？通常的解决办法——每个国家需管好自己的事——是不够的，关键要

素可能具有很强的顺周期性。 

 因此需要采取集体行动：（1）加强金融安全网，特别是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

体；（2）解决资本流动过度波动的问题；（3）扩大技术从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的

转移。 
 
2. 从好的方面看问题 

 中国仍将是全球增长源；印度有潜力发挥类似作用。 

 数字的力量：可以想象，10-15 个小型国家崛起：人口年轻而充满活力；教育水平迅

速提高（见引述）。 
 
3. 政治经济挑战 

 更好地沟通协作和一体化的机会。 

 贸易和金融保护主义适得其反；对全球化的解决方案丧失信心将没有出路。  

主要引述 

目标。“我认为，重要是评估全球化如何能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如何才能更充分地

获得好处，更公平地传播好处，限制损失，并防范风险。” 

追赶。“需要付出更大努力，帮助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重新回到加速趋同的道路上。

这将使数十亿人拥有更加光明的前景，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这符合所有人的

利益，包括发达国家。” 

新的增长引擎。“合起来，这些国家可以成为新的增长引擎。例如，总体 GDP 起始

水平为 4 万亿美元的 10-15 个国家实现 6%的年增长率，将比欧元区按潜在水平增长对

全球经济带来更大的促进作用。可能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的国家包括越南或孟加拉国，

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秘鲁或哥伦比亚，以及埃塞俄比亚或尼日利亚。” 

合作。“一旦我们不相信那种轻而易举解决问题的空话，一个必须接受的事实就是，

各国领导人如单独行动，将没有能力实现他们的人民希望和需要的结果。在当今太多

的问题上，我们都看到这一事实。” 

新的改革。“在为建设全球基础设施调动资金和支持方面，四年来已经达成广泛一

致，但跨境项目贷款实际却在下降…在可用资本如此便宜的今天，正是推进全球基础

设施倡议的最佳时机。” 

沟通。“我们都需更加努力，让政治家和选民了解全球化的好处，并尽我们所能，协

助管理全球化带来的溢出效应和脆弱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