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友沙龙第十六期 “逆全球化”现象与中国的外交应对 

 

 

  2017 年 4月 15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第十六期院友沙龙在学院二楼咖啡厅举办，

来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央党校、北京外国语大学、求是杂志

社、中信出版社、国际在线、北方国际地产有限公司等单位的院友及部分在校生院友参加了

本次活动。学院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范士明老师主持了本期沙龙。 

 



 

  本期沙龙的主讲人高飞院友，现任外交学院院长助理。他从自己近期对国际政治中一系

列现象的观察出发，简要地与大家分享了他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无论是英国退欧，还是特

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西方国家似乎正在兴起一股逆全球化的浪潮。信息技术的进步和自由贸

易的发展，使得世界所有国家都被卷入了全球化的潮流之中。然而，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

它在全球范围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传播新技术新文化。但也冲击着传统经济模式，

侵蚀传统文化，威胁社会稳定。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反全球化的浪潮也不断高涨。逆

全球化的实质是治理制度的危机，是反全球化思潮在国际政治层面的反映。 

  逆全球化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化所带来的财富的重新分配，这种重新分配使得人与

人之间的贫富关系发生变化，不同人群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受益不均，社会的内部在发生分

裂。而另一方面，国家之间的分化也在产生，有的国家在产业转移中受益，有的国家则停滞



不前，人口流动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使这种分化和矛盾日益凸显，草根阶层政治的参与热情提

升，民粹主义高涨。 

  逆全球化问题的核心是全球治理机制的失灵。全球化使世界体系面临新的挑战，原有的

规则和调节能力在不断地重构，一些国家内部社会-经济组织被边缘化，国际间的权力转移

日趋明显，国家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全球治理遇到深刻的制度障碍，

最关键的是对全球财富分配无法做出制度安排。这些新问题、新情况，需要用新方法、新思

路来解决。然而，总体上看，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严重滞后，用国际关

系的老方法解决全球治理的新问题，常常会表现出改革停滞、治理无力、热点频发的局面，

各个领域的问题叠加在一起时，逆全球化随之产生。作为逆全球化的表象，民粹主义、民族

主义和恐怖主义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滋生，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制度的修正、保护主义和孤立

主义来应对这种危机，但是这种修正只能带来体系内部更剧烈的动荡。 

  在高飞院友看来，中国的成功得益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获益良多。

在全球化的参与中，中国从游离于体系之外，到今天成为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引领者。

当西方国家开始出现逆全球化的现象时，中国应该承担起与自身的地位相对应的责任。在这

样一个关键的时期，中国的外交应对需要智慧与决心，应当在不断发展自身的基础上，坚持

和平发展的道路，为逆全球化浪潮开出中国药方，展现大国应有的责任与气度。在推动全球

化进程中，实现自身的发展。 

  在讨论交流的过程中，在座的各位院友从自身的研究和实际经历出发，对这一问题发表

了自己的看法。大家的讨论涉及很多方面，无论是对全球化定义的反思，还是对于中国外交

政策的解读和建议，都使得本次讨论的主题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各位院友也从中深受启

发，有了很多可借鉴的新的想法，为今后的研究和工作打开了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