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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游戏
①

  

 

全球化的英文名称“globalization”包含 13个字母，“13”在西方国家可

是个不吉利的数字。不管吉不吉利，全球化至少是充满争议的。全球化会让某

些人过得更好，也会让某些人更加穷困潦倒。从国家层面来讲，全球化意味着

政府要让渡某些权力，参与到“获益”与“受损”机会并存的国家间竞争与合

作中。但全球化从来不是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表演的舞台，需要调动大多数国

家参与的积极性。问题是谁来调动呢？或许可以从历史的风云中找到全球化的

游戏规则。 

 

    15-17 世纪欧洲的地理大发现为最初全球性的贸易联系奠定了地理空间上

的基础。欲拓展地理空间上的贸易联系，必须寻找足够的地理空间。在经济利

益的驱使下，并具备了探索海洋航线的科学基础，伟大的航海家们一次又一次

满怀激情和希望地出海了。葡萄牙和西班牙无疑是此次地理空间探索的主角，

政府资助了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等伟大航海家。美洲和非洲大陆的发现使

得欧洲的对外贸易迅速扩张，尽管是极其不对等的交换。随后，英国逐渐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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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对外交易中分得一杯羹，并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的的全球性贸易具

有私人垄断、政府授权的性质。商人们赚得盆满钵满。比如，1676 年，英国的

哈得孙湾公司从美洲印第安人手中购买的皮毛价值是 650 镑，卖到英国之后的

价格是 19000镑，相差近 30倍。与此同时，东方帝国——中国却并没有开疆拓

土的野心，15世纪的郑和下西洋更多是“炫耀性消费”，并没有使得当时的世界

第一大国增强对外贸易。 

 

    直到英国工业革命之前，欧洲对外贸易主导的全球化并没有让某一个国家

成为引领者。驱使全球化轮子的动力在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国家间转换，

谁也没有能力坐上主导全球化的“铁王座”。工业革命为英国工业发展插上腾飞

的翅膀，使得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产业的发展需要寻找出口目的地，

英国希望其他国家降低进口关税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斯密、李嘉图、密尔等经

济学家关于自由贸易的观点犹如雪中送炭。其他国家被此思想“洗脑”之后，

一切都水到渠成：到 19世纪 70年代，众多欧洲国家的工业品关税降低好几倍。

当然，与此同时英国也终结了一场事关国运的争论，那就是是否取消谷物进口

税。结局以资产阶级对地主的胜利而告终，谷物进口税的取消降低了工人生活

成本，英国工业发展如虎添翼。毫无疑问，英国坐上了主导全球化的铁王座，

用思想和行动不断敲击其他国家的大门，促使其开放国门。 

 

    1870 年开始的经济衰退并没有很快就结束，长期的经济不景气让各国失去

了对李嘉图们自由贸易思想的耐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 1913年，欧洲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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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工业品关税增加了一倍。一战结束到二战开始前的一段时期，贸易保护

更是一种灾难。资本主义大萧条期间，美国推出了影响恶劣的斯穆特-霍利关税

法案，其他国家争相效仿，就连英国也加入提升关税的队伍。当然，真正的灾

难是随后爆发的二战。二战之后，英国已不复当年之勇，再也没有能力主导后

续的全球化。 

 

    美国如愿坐上主导全球化的铁王座，开始主导全球化时代的规则。当然，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也很识趣地给予曾经的老大哥——英国足够的面子。如果

突出个人在世界舞台作用的话，布雷顿森林体系并不是美国财政部官员怀特一

个人勾画的，是英国代表凯恩斯和怀特共同商量出来的。美国已深切体会到竞

争性提升关税带来的恶果，希望能够约束各国的关税。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前身

的关贸总协定的主要内容就是削减关税。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制造业

的竞争力已经无可匹敌，有能力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大放异彩。因此，美国迫

切希望其他国家打开国门，并藉此输出自身的制造品。而事实上，美国曾经也

是贸易保护的拥趸，直到一战前的时期都维持了很高的进口关税，并通过贸易

保护快速地增强了自身的工业实力。 

 

    至此，全球化的轮子终于驶入高速公路，快速而平稳。关贸总协定的回合

谈判机制运行良好，一轮又一轮地降低成员国的关税。中国在 1978年实行改革

开放战略，开始接纳并融入这种全球化。1990 年代以后，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

开始主导国际贸易，国际贸易飞速发展。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整体上被各国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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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的国家用得好腾飞起来、有的国家用得不好一蹶不振。在长达半个世纪

的时期，美国稳稳地将全球化握在自己的手中。直到最近几年，确切的说是全

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才开始怀疑自己手中的全球化是否还有利用价值，是否

是自己想要的全球化。从行动上来说，就是不再把主要精力放在世界贸易组织

多哈回合谈判上，而是试图采用巨型区域贸易协定和诸边贸易协定的形式主导

全球化。而这种全球化，很显然，是特定朋友圈的全球化，并不打算带朋友圈

之外的国家来玩。 

 

    但是，更准确地讲，美国在 21世纪初就已经出现反全球化的苗头。已故经

济学界泰斗萨缪尔森在 2004年发表了一篇影响美国各界的文章，他认为在有技

术进步的情况下，美国将会在同中国的贸易关系中受损。美国的政界人士接受

了这一思想，并鼓吹贸易保护主义。反全球化的声音是如此刺耳，以至于已经

“隐居”多年的国际贸易大师巴格沃蒂不得不出山写了一本名为《捍卫全球化》

的书。只不过当时中国入世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红利，美国经济形势也很不错，

反全球化并没有成为气候。之后爆发的金融危机成为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的催

化剂，美国在掌控全球化的铁王座上如坐针毡。毕竟，当老大久了，也有力不

从心的时候。 

 

    放眼历史的长河，我们会发现，全球化犹如权力一般，是一把双刃剑，带

来利或者弊全仰赖如何利用，并且最有实力的王者才能掌控它。地理大发现时

代的王者更替，工业革命后英国的王者崛起，二战后美国顺理成章的上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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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体现了利益驱使和实力保障的逻辑。全球化从来不是一个褒义词，更不是

贬义词，只是强者用以君临天下、发展自我的工具。当全球化已经不能再为自

我服务的时候，连拥有者都会出现放弃的念头。 

 

    但历史就是用来改变的。当美国试图放弃自己主导的全球化，谁将坐上主

导全球化的铁王座？答案并不明朗，毕竟美国仍是世界第一大国。但中国试图

分享的全球化理念是包容和开放，这种理念或许能避免王者更替带来的灾难。

全球化的轮子已驶入十字路口，中国智慧或许能避免大家最不愿听到的话： 

    The winter is 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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