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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固然不能错失，但面对诱惑时的冷静和
克制，才是一个领导者必须具备的可贵品质，
这也是为了更好地担当。

忽略了我们自己的领土。

“我们曾经将成千上万亿美元转移到海外，

我们自己的基础设施却年久失修、长年荒废。

“我们帮助其他国家走上了富裕之路，我们

自己的财富、力量和自信却逐渐消失在地平线上。

我们的工厂一个接一个倒闭，而我们成千上万落

在后面的工人被长久忽视。

“我们中产阶级的财富被剥削，再分配给世

界其他国家。……”

而另一件大事则是中国以高规格去瑞士达沃

斯参加 2017 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国家主席习

近平亲自前往。对比之下，即使不是因为正式就

职，特朗普料想也不会来参加，而达沃斯的常客、

德国总理默克尔，被德国国内和欧洲的各种烦事

搞得焦头烂额，分身无术，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

因为陷入了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的政治泥潭，不得

不在几百公里以外的柏林遥望达沃斯。

习近平亲自前往，是大有深意的。在全球化

逆转之势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整个世界都迫切需

要听到中国声音和中国方案。习近平在论坛开幕

式的演讲中鲜明地亮出了中国对全球化的主张：

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

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

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

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

在中国看来，世界经济长期低迷，贫富差距、

南北差距问题更加突出，究其根源，是经济领

域三大突出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一是全球

增长动能不足，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

长；二是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

济新变化；三是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这些问题反映出，当今世

界经济增长、治理、发展模式存在必须解决的

问题。

看了习近平演讲的人们想必都能从话语中体

味到，这个演讲不仅仅讲出中国主张，也时时处

最近有两件几乎同时发生的大事，对于经济

全球化正在发生深刻逆转的当今世界来说，是非

常具有象征意义的。

一件是“局外人”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

这位至今仍让太多人难以接受的美国新总统，在

就职演讲中，毫不掩饰地喊出从现在开始要“美

国第一”，对经济全球化充满了可以说切齿的痛

恨，似乎全球化就是美国现在所有社会问题的罪

魁祸首：

“几十年来，我们以美国工业的衰落为代价

为别国的工业输送营养，为别国军队施以援助，

但对我国军力的耗损视而不见。

“我们曾经致力于保卫其他国家的领地，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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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与之相反”的策略，遂成就了鼎足而立

的霸业。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中国作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也的确有与第一大经济体美国

“与之相反”的一面，但要真的取而代之，光“与

之相反”是不够的。领导者定位的形成，不仅

仅是实力有了就自然而然会有，还需要艰苦的

“建构”工作。

至少有三个问题，需要我们在面对各种喧嚣

的时候，深入思考并给出答案的。

全球化的领导者，也必然要为全球政治经

济秩序提供公共品。“美国第一”意味着美国不

想或者不想再单独承担这些公共品的提供。我们

在研究一些发展模式的时候（比如北欧模式），

往往忽略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个公共物品的背

景。中国要填补美国的空白，那对中国自己的政

治经济力量的配置会带来深刻影响。

最近这波全球化出现波折，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长期在

“正确”话语中被压抑，似乎是突然冒出来一样

的人们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但请注意的是，中

国自己也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比较大的国家，到目

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形成一套成熟完善的缩小贫富

差距，包括减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对就业冲击

的机制。

最重要的是，从英国和美国分别担当全球化

领导者的历史来看，它们不仅有一套成熟的关于

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并且有强大的从国家到

企业到社会组织的行动能力，即具有强大的把“意

识形态”落地的领导力。从现实看，无论是从我

们的公共治理水平，还是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

或者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水平（比如扶贫），都还

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有效的“中国方案”。

所以，面对“全球化领导者”的喧嚣，我们

一定要冷静。机遇固然不能错失，但面对诱惑时

的冷静和克制，才是一个领导者也必须具备的可

贵品质，这也是为了更好地担当。

处都有与美国以及新任总统特朗普“隔空对话”

的意思。读一读演讲中的这些段落，这一点就看

得很清楚了：

“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

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打贸

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条条大路通罗马。谁都不应该把自己的发

展道路定为一尊，更不应该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强

加于人。

“要践行承诺、遵守规则，不能按照自己的

意愿取舍或选择。《巴黎协定》符合全球发展大

方向，成果来之不易，应该共同坚守，不能轻言

放弃。

“中国人民不会犯‘红眼病’，不会抱怨

他人从中国发展中得到了巨大机遇和丰厚回报，

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

‘快车’、‘便车’。……”

这种“隔空对话”看上去是针锋相对，也是

客观情势使然。中国要扮演何种角色，这个问题

至关重要，因为正如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这

个事件表明的，最近一波全球化的领导者已经准

备放弃或者部分放弃自己的领导责任。对任何一

种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而言，恐怕没有什么比领

导者的变迁冲击更大的事情了。在接下来的全球

化进程中，世界各国更迫切地需要了解中国对自

己的角色的认知。

很多人会对这个变迁高声欢呼，认为中国的

机会来了，呼唤中国担当经济全球化领导者责任

的声音越来越高涨。中国的机会是来了，这个是

客观事实，不过，越是这个时候，反而越是需要

冷静。

这也让我想起中国三国时代英雄人物刘备

说过的一段话，他在总结自己成功之道时说：

“操以急，我以缓；操以暴，我以仁；凡每每

与之相反 , 遂能如愿也。”曹操是三国时代实

力最大的一方，势单力弱的挑战者刘备选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