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英美经验与中国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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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普世价值”，英国和美国分别从 19 中叶和 20 世纪中叶开始以目标为导向构建世

界经济；基于“共同价值”，中国在新时代以理念为导向开始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思想脉络分

析表明：（1）英国以“有形”和“无形”的帝国主义构建世界经济，其单边自由贸易具有内生脆弱性。

（2）美国以新殖民主义构建世界经济，采用控制国际货币与贸易、管制出口、国内法的国际化执行等

手段攫取霸权利益。（3）中国以平等、开放、包容为前提，以改革、创新、合作、竞争为动力，以公平、

公正、共商、共建为原则，以普惠、联动、协调、平衡为辅助，以互利、共享、共赢为目标，以繁荣与和谐

为愿景，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契合了时代发展新需要，将得到高度认同和积极参与。（4）中国

在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时，必须引入对等原则和完善争端解决机制，以保证其有序运行。（5）中

国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是一项宏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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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代大问题

全球性大国同时拥有构建世界经济的愿望和能力。本文所说的构建世界经济，指的是全球

性大国采用其认为适当的经济或（和）非经济的手段、计划、政策和战略等，主导构建一个（预期

上）令其满意的世界经济。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并不具有全球性大国地位的国家，尽管也可能具

有构建世界经济的愿望，但能力的缺失使其难以担当主导构建世界经济的重任；真正的全球性

大国，为了实现信念、理想或目标，总是力图战略性地构建世界经济。近代以来，全球性大国对世

界经济的构建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走向。

对于全球性大国，迄今为止获得公认的是英国和美国。早在 19 世纪中叶，英国就对世界经

济做出了战略性构建。那时，英国刚从重商主义传统“破茧而出”，仍然被重商主义国家包围，只

有率先推行单边自由贸易，才能诱使其他国家与之相向而行，即在“有形”构建基础上实现“无

形”构建，成为“自由贸易帝国主义”（Gallagher 和 Robinson，1953）。但是，英国的世界经济构建，

在大约 25 年之后即遭遇了挫折。从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英国又泛起了一股向“有形”构建

回归的思潮（张红，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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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美国在国际货币制度和贸易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战略性构建。美

国现实主义地借鉴英国思想和经验，采用新殖民主义方式进行构建。美国既抛弃了英国单边自

由贸易的构建思路，取而代之的是多边机制下的自由贸易体系；也扬弃了英国金本位国际货币

制度，取而代之的是美元与黄金双本位的国际货币制度。美国构建对战后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

极为深刻的影响；但是，时移世迁，这种构建逐渐显露出不适应性，美国也修正了原有构建中的

一些规则。现在，全球不少经济运行规则仍然是由美国主导构建起来的。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发生了结构性调整，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资本主义发达国

家“板块性下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其中，主要是中美经济力量发生了结构

性变化：在全球经济中，中国所占份额快速上升；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已超过美国；

中国工业总产值和货物贸易总量也超过了美国；中国经济从规模型增长转变为质量型增长后，

仍然保持了难得的中高速，从而使得中美经济关系从互补状态逐渐转变为可能的竞争状态。目

前，世界又现“百年未见之大变局”，中国已进入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历史时间。

在上述趋势性和结构性变化面前，一方面，美国政治人物出现了霸权焦虑，美国经济政策和

战略反应主要是“逆全球化”而行，美国逐渐走向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逐渐放弃多边机制，单边

主义抬头，凭借仍然具有非对称优势的双边或多边谈判等重构世界经济；另一方面，中国已经走

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迎来了战略机遇期，成为全球性大国的愿

景日益明朗，且中国又没有霸权基因和野心。因此，中国顺势而为，一边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补齐

主权货币偏弱等短板；一边勾画世界经济未来发展蓝图，以引领者姿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出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理念系统，如“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投行、设立丝路基金、建设自贸区

（港）、举办进博会等。

作为长期战略性安排，继十九大后，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

济”。但是，与构建新型世界经济的理念发展和实践开拓相比较，学界研究相对滞后。主要表现

在：（1）论述相关行动计划的文献虽然很多，但思想挖掘尚欠深入；（2）主要针对相关理念进行简

单梳理和分析（沈丹阳，2017；钱学锋，2019；张二震和戴翔，2019；赵瑾，2019），但对其进行系统性

和结构性的剖析还欠深入，对最新进展也不敏感。例如，习近平总书记使用最多的固然是“开放

型世界经济”这个概念，但在 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主旨演讲中，他还提出了“创新型”“包容型”

“联动型”世界经济等概念（习近平，2016）；在 2019 年 G20 大阪会议主旨演讲中，他又将其提升到

“高质量”世界经济这个新境界（习近平，2019）。（3）沈丹阳（2017）、裴长洪和刘洪愧（2018）将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与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结合起来进行论述，张杨和程恩富（2019）提出了双向对等

开放观点，张二震和戴翔（2019）对英美构建思想也略有提及。但是，我国学界对英美构建世界经

济的框架、计划、机制、组织当中蕴含的经济战略思想，迄今尚未做出比较系统的梳理、挖掘、分

析、比较和镜鉴。

由于英、美、中三国的世界经济构建思想在呈现方式上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我们在讨论思想

脉络的时候，有必要采用不同的方法：（1）英国在开展构建实践之前，构建思想的讨论是比较充分

的，因此我们要做的主要是思想梳理工作。（2）美国在开展构建实践之前，构建思想的讨论相对

较少，因此我们主要针对其构建世界经济的计划、组织、机制和政策等做思想挖掘工作。（3）中国

的构建实践与英美的迥异，它是一个经过长期积淀和时代打磨的理念系统，因此本文只对这个

系统做简要的阐释和评论。需要说明的是，构建新型世界经济是我国新时代长期战略之一，即使

随着全球形势变化，我国开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依然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方向（习近平，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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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国构建思想梳理

英国 1815 年迎来了历史性机遇。是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了，它标志着欧洲告别了长期战乱

局面，英国自此登上了欧洲顶峰；并且，在此后大约一个世纪里，英国逐渐成为欧洲和全球霸主。

更重要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工业资本到 19 世纪早中期已经变成全球强势（最有竞争力）

资本：它要求突破旧有市场的局限，到更加广阔的世界市场攫取更多利益。于是，工业资本家及

其代理人提出诉求，要求英国政府为它们作出政策让路，废除已经起束缚作用的重商主义政策，

改行自由贸易政策。但实现政策转向又是很困难的，因为除工业资本家的政治地位还需要进一

步提升之外，彼时欧洲通行的主要是重商主义政策（尽管自由贸易思想已被提了出来）。英国要

转向自由贸易政策，需要各种条件齐备之后才能水到渠成。

到 19 世纪中叶，英国已经为强势工业资本取得政策支持做好了思想准备。因为：（1）自由贸

易学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其实，自由贸易观念是从重商主义那里脱胎而来的，因为重商主

义具有两种看似相互冲突的要求，除了要求通过国家干预以促进商业发展之外，还要求去除发

展商业的某些障碍。大部分学者认为，正是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对重商主义的批判

才凸显出自由贸易的理论完美和实践价值，以至于斯密学说甫一问世，就得到了英国首相小皮

特（William Pitt，the Younger）的肯定；并且，斯密基于绝对成本说的自由贸易理论，经由李嘉图

（David Ricardo）扩展为基于相对成本说的自由贸易理论之后，它的影响迅速扩大。（2）政治精英

对英帝国的发展战略提出了新思维。在重商主义时代，英帝国的发展战略主要是通过开拓和争

夺殖民地这种“有形”扩张来实现的。但是，这种方式存在诸多缺陷，其中之一便是殖民地的维

持需要耗费母国的财政资源，而来自殖民地的财政收入又不一定能够给予足够补偿。自由贸易

理论的传播使一些政治精英意识到，通过自由贸易这种“无形”扩张而与这些国家通商，对英国

来说能够达成更好的结果。这种思想的早期支持者是伯克（Edmund Burke）和小皮特。及至 19 世

纪中叶，英国强势工业资本及其代理人开始说服相关各方改行自由贸易政策。正是英国政治家

试图永葆英国全球优势地位的愿望，以及工业资本家利用自由贸易政策为自己开辟世界市场提

供方便的愿望，使得曼彻斯特学派（The Manchester School）等势力乘势而起，在 19 世纪中叶对英

国乃至欧洲大陆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个学派主要与理查德·科布登

（Richard Cobden）1839 年在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成立的“反谷物法同盟”有关。

19 世纪中期前，《谷物法》对英国工业资本家在国内追求利润和在世界市场大展宏图产生

了恶劣影响。在英国国内，它导致粮价高企，工业资本家的利润受工资挤压；在世界市场上，它

（以及进口关税政策）不仅削弱了外国对英国工业品的购买力，而且使得英国工业品在世界市场

上的竞争力也因保护性关税政策而受损。到 19 世纪中叶，英国工业资本家及其代言人觉得改变

局面的时机成熟了。对此，以废除《谷物法》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为宗旨的曼彻斯特学派做了很

多工作：一是力图说明废除《谷物法》和实行自由贸易对工人阶级是有利的。该学派编织“廉价

的粮食，高额的工资”等口号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二是提出英国这样做可以刺激投资和扩大工

人阶级队伍，进而增加农产品需求的观点，尽可能地减少来自土地所有者和农民的阻力；三是针

对政治人物和政府部门，又倡导自由贸易有利于英国永葆全球优势地位这样的观点，以便获得

他们的认同，进而影响政策决策；四是以“自由贸易、和平与国际友善”为口号，推出自由贸易有

利于世界和平的观点，争取其他国家的支持。曼彻斯特学派领袖人物科布登和布莱特（John
Bright）进入国会后对政策决策产生了直接影响。其结果是从 1842 年开始，英国政府大幅降低甚

至免除很多工业品进口关税，1846 年和 1849 年相继废除《谷物法》和《航海条例》，1852 年英国议

会发表原则性声明，将自由贸易作为基本国策。其实，英国从 1850 年开始就实行单边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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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了。此后，英国进一步谋求其他国家与之相向而行。1860 年与法国签订“科布登−谢瓦利埃

条约”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通过与法国签订贸易自由化协议，借助最惠国安排而在欧洲形成了

自由贸易网络，引领近代第一波贸易自由化潮流。

英国是以单边自由贸易开启世界经济构建先河的。一是强势的工业资本家通过利益计算

和比较，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必须通过自由贸易政策进一步打开世界市场；二是其他欧洲国家大

多仍通行重商主义政策，英国只有率先采用单边自由贸易政策，才能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三是

即使采用单边自由贸易政策，英国工业品在大多数国家依然具有竞争力；四是在实行单边自由

贸易政策过程中，可以要求其他国家与之缔结双边自由贸易条约。必须承认，实行单边自由贸易

政策后一段时期里英国经济运行是良好的，但其内生脆弱性不久就表现了出来：一是 1870 年代

的经济萧条使欧洲大陆国家抛弃条约义务，重返关税保护老路，英国与欧陆国家只得在不对等

关税条件下进行贸易。二是受“无形帝国”思想影响，对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移民型殖

民地（或许还应该包括直至南北战争结束时依然具有殖民地性质的美国（伍抱一和伍山林，

2020）），英国希望给它们更多自治权后通过自由贸易获取更多利益；但它们很少考虑英国利益，

普遍采取保护贸易政策以发展经济。因此，英国采用单边自由贸易政策以构建世界经济仅在有

限范围和有限时间内取得了成功，它经不起其他国家机会主义行为的侵蚀。

面对挫折，英国进行了反思。一是调整帝国发展战略。通过“无形”方式发展英帝国的战略

主 要 是 由 自 由 党 倡 导 并 且 通 过 相 关 政 策 （ 如 自 由 贸 易 ） 实 施 的 ； 但 是 ， 在 保 守 党 主 政 的

1874−1880 年却做出了一定的战略调整，试图比此前更多地采用“有形”方式来维护和扩大英帝

国的实力（张红，2000）。二是提出“公平贸易”思想。随着形势发展，英国一些精英认为单边自由

贸易政策使英国吃了亏，需要对这种贸易政策做出修改，而需要根据“公平贸易”原则与其他国

家打交道。例如，1881 年英国成立公平贸易协会，向政府呼吁采用保护关税政策以获得与其他国

家公平竞争的机会。尽管如此，由于自由贸易学说在英国已经深入人心，这些反思并没有很好地

落 实 为 政 策 。 及 至 20 世 纪 初 ， 面 对 严 峻 经 济 形 势 ， 言 行 一 致 的 帝 国 主 义 者 张 伯 伦 （ Joseph
Chamberlain）在伯明翰发表演说，再次推动了英国关于关税保护与自由贸易政策的大辩论（滕淑

娜，2016），但这一次也因得不到支持而难逃类似命运（Irwin，1994）。

根据上述梳理，若要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英国的世界经济构建思想，我们认为应该是“殖民

扩张”和“单边自由贸易”。它的目标是固化以英国为世界中心的“中心−外围”结构。

三、美国构建思想挖掘及比较

全球性大国构建世界经济是其国家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通过对外经济战略体现

出来。但是，迄今为止美国对外经济战略史领域的文献寥寥无几（时殷弘和宋德星，2003）。因此，

在论述美国世界经济构建思想时，我们需要从具体的组织、机制、政策中进行挖掘并给出清晰脉

络。历史地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美国才开始以全球性大国姿态构建世界经济。它主

要从国际货币制度和国际贸易制度这两个方面以新殖民主义方式进行构建。

就国际货币制度而言，美国先是构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体系确定了“双挂钩”国际货

币制度，即美元与黄金挂钩，成员国货币与美元以固定汇率挂钩。藉此，美元取得了与黄金同样

重要但更加灵活的地位。此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应运而生。①就世界经济

伍抱一、伍山林：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英美经验与中国思路

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怀特方案”（而不是“凯恩斯方案”）为蓝本而成立。鲍顿（Boughton，1988）认为，怀特和凯恩斯在如下三点上意

见一致：引导世界经济走向合作性竞争之路和保持稳定增长，国际资本流动应鼓励贸易而不是成为破坏性力量，应建立多边官方机构达成前

述目的。但是，他们在官方机构应是多大规模以及应具有怎样的独立性等方面存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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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而言，这个体系蕴含的思想主要是：（1）美国在 IMF 份额中占比超过 15%，而重要议案通过

需要不少于 85% 票数的支持。这意味着美国在重大事项决定上拥有一票否决权，并可借此贯彻

其主张。（2）世界银行对外贷款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而提供贷款的前提往往是发展中国家按照

世界银行的要求进行经济改革。这就使得世界银行一度成为美国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机构。

（3）“双挂钩”安排既基于美国具有雄厚的黄金储备基础，又出于对美国经济实力的认可和对美

国适度发行美元的信任，但这潜藏了极大风险，即美国能机会主义地超发美元，待到黄金官价（每

盎司 35 美元）不能维持时，美国可主动违约而给其他成员国造成损失，自己却已获利在先。“特

里芬悖论”和“尼克松冲击”即与此有关。美国通过构建国际货币制度设置了双面获利的机会：

体系运行时，使美元具有霸权地位并因此而获利；通过宣布体系崩溃，卸掉应负责任并锁定利益。

再是牙买加体系。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接续，这个体系于 1976 年投入运行。此时，黄金

的国际货币作用已被剔除；各国货币可采用不同浮动汇率制度。但是，借助大宗商品（特别是原

油）交易与美元挂钩等机制，美元霸权地位与此前相比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从构建世界经济角

度来说，这种国际货币制度蕴含的思想主要有：（1）可以继续保证美元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地

位。（2）通过贸易逆差等渠道大规模地对外发行美元，同时又使外国所持美元低成本回流美国。

在贵金属货币时代，重商主义早期形态是“重金主义”；在信用货币时代，通过“美元主义”，重商

主义得到了歪曲表达，因为贸易逆差成为谋取国际经济利益的重要抓手（伍山林，2018）。（3）美

国针对特定经济体，使它们的汇率巨幅波动，引发国际支付危机，迫使它们听命于美国。（4）针对

特定国家（特别是战略竞争对手），美国以“汇率操纵国”污名之，并对其进行要挟。（5）使意图崛

起的国家因需要持有日益增多的美元而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需要持有更多的美元以保证经

济稳定运行和发展；另一方面，所持美元面临趋势性贬值和崩溃风险。（6）美国经济负债运行给

全球经济高悬不确定之剑，有些国家宁愿牺牲部分利益也要保全美国经济稳定运行。（7）美国发

债政策成为各国关心的实质性冲击，美国藉此对世界经济进行定向控制和引导。

就国际贸易制度而言，先是关贸总协定。该协定在美国主导下成立于 1947 年，原计划次年

开始生效，但后来主要根据《临时适用议定书》进行运作。在 38 个条款中（世界贸易组织，2004），

蕴含的美国构建世界经济的思想主要有：（1）第 1 条即“普遍最惠国待遇”，使具有强大工业实力

的美国获得了一张在自由贸易框架下征服世界市场的通行证；（2）第 2 条即“减让表”的规定，可

使美国及时获得相关的政策信息资源；（3）第 3 条即“国内税及国内法则的国民待遇”，使其他国

家发展经济的选择空间变小了；（4）第 6 条即“反倾销税与反补贴税”，在维护公平贸易原则下包

藏着美国打压相关国家的重要抓手；（5）第 16 条即“补贴”的约定，为美国以强者实力参与竞争

和约束其他国家创造了条件；（6）第 23 条即“利益的丧失或损害”，尽管为贸易争端设置了处理

和裁决的通道，但是通过操作性控制，又可在必要的时候用它维护美国利益；（7）第 28 条当中的

“减让表的修改和关税谈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提出关税新要求设置了一条通道，美国

作为主导者可以根据形势需要而相机进行调节；（8）第 36 条即“原则和目的”以及第 37 条也即

“承诺”，尽管根据国家类别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设置了差异化责任，但那只是原则性约定，

实际操作却由不对等的谈判决定。此外，第 20 条即“一般例外”和第 21 条即“安全例外”等，也可

被美国机会主义地加以利用。

再是世界贸易组织。1996 年临时性关贸总协定被世界贸易组织所取代。①世界贸易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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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贸总协定乃至世界贸易组织中都存在一种“开明的重商主义”，它主要基于政治常识做出如下判断：出口是好的，进口是坏的；其他

条件不变时，增加进口或出口都是好的（Krugman，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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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则指向货物、服务和技术贸易自由化。①世界贸易组织蕴含的与美国构建世界经济有关的

思想主要有：（1）通过多边谈判、相互开放市场等体现的互惠或对等原则，尽管这给美国进入他

国市场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达成多边协议成本高昂，相机采用其他手段控制世界经济的灵活

性受限，美国具有抛弃多边主义走向单边主义的利益冲动和经济力量，因此多边主义面临违约

风险。（2）从多方面体现（如非公布不实施等）的透明原则，使得具有优势地位的成员国（如美国）

能够对局势变化了然于胸，进而相机选择自己的政策。（3）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原则，尽管它有

利于全球化的推进和竞争的公平有序，但它也可成为主导性成员（如美国）干预其他国家经济政

策进而获取更多利益的理由。（4）在贸易争端解决过程中，往往不得不耗费大量时间，到最后裁

决时法官选择及其意见又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及因素；裁决结果必须无条件接受这种安

排，给争端双方平添了不确定性，并且放大了法官选择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美国作为主导国

可通过制造上诉机构成员僵局等方式而维护和扩展自身利益。②（5）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可被美国

歪曲地加以利用以加塞“私货”。比如说，美国认为中国在约定期结束之后仍然是美国单方面认

定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在“双反”中可继续使用“替代国”方法（Wu，2018）。

如下两个方面也值得注意。先来看敏感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控制。1944 年由 17 个成员

国成立的“出口控制协调委员会”（“巴统”），以及作为其接续的 1996 年由 33 个成员国签署的

“传统军用和两用产品与技术出口的瓦森纳协议”（“瓦森纳协议”）都由美国牵头，目的是针对美

国认定的国家，就敏感和高技术及产品出口制定一致行动协议。就构建世界经济而言，其蕴含的

主要思想是：（1）国际贸易是一个不仅牵涉经济而且事关政治和军事的大问题。针对特定国家，

即使牺牲一些经济利益，也要控制它的综合实力的发展壮大。（2）敏感和高技术及相关产品一旦

被特定国家获得，其综合实力就会加强，从而增加对美国及其缔约国的威胁。（3）限制它们的出

口，可以避免技术模仿和技术溢出，使成员国保持技术优势。（4）对美国而言，一个不便言明但又

十分重要的方面，是借此可以减少出口，促进贸易逆差的形成，从而在牙买加体系下为维护美元

霸权地位和利用“嚣张特权”创造必要条件。由此可见，美国的出口管制不仅是一种经济遏制战

略手段（崔丕，2000），而且可以取得“一石多鸟”的效果。

再来看美国国内法的国际化执行。对美国而言，这是对国际贸易制度的一个重要补充，它主

要以保护贸易和知识产权等名义有针对性地控制世界经济。在美国，这样的法律是不少的，而

“301 条款”系列和“232 条款”等，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法条（胡加祥，2019）。它所蕴含的思想主

要是：（1）根据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议等构建世界经济，难免不留下缝隙和产生遗漏，这就需要相应

机制作出补充。（2）在包括货物、服务、技术贸易等在内的国际贸易中，“公平贸易”和国家安全是

两个既说得过去又灵活好用的理由，据此可对贸易对象国的特定产品的对美出口、特定国家的

经济贸易政策等进行指责和惩罚，或者提出苛刻条件要求其改正。（3）进行惩罚时，可以选择一

系列手段，加征关税就是其中之一。（4）“公平贸易”和国家安全等理由比较笼统，相关政府部门

（如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等）都可充分发挥作用。

接下来，我们对美英构建思想作几点比较。首先，英国先进行思想争论再进行构建，而美国

则根据形势发展需要直接通过组织、机制和政策等进行构建。这是由历史条件决定的。英国构

建世界经济时其他国家大多处于重商主义体系中，只有采用单边自由贸易政策才能诱使其他国

伍抱一、伍山林：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英美经验与中国思路

① 指非歧视、互惠、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例外和保障、透明度和通知等六大原则。

② 在 WTO 争端解决机构报告中，申诉方胜诉率畸高。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该机构倾向于认可申诉方倡导贸易自由化的价值（Colares，

2009）。但是，这又提高了美国的贸易争端发生率（Grinols 和 Perrelli，2006），使美国处于尴尬境地。最近，美国以种种理由阻扰法官遴选程序

的启动而使该机构处于瘫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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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相向而行。这是需要反复争论才能下定决心的，而对单边自由贸易的内生脆弱性，当时尚无经

验可供参考。美国构建世界经济时，既有凭借贸易保护政策实现经济崛起的历史经验（伍抱一和

伍山林，2020），又有英国采用单边自由贸易政策构建世界经济而失败的历史教训，相机采择自由

贸易或保护贸易也就顺理成章。其次，19 世纪中叶，英国尚且有条件采用殖民主义这种“有形”

帝国主义手段与自由贸易这种“无形”帝国主义手段相结合的策略构建世界经济，而到了 20 世

纪中叶，美国构建世界经济时“有形”帝国主义手段已不适用了，只能组合使用新殖民主义手

段。但是，就英美两国构建的世界经济而言，却是英国的较脆弱，美国的更有韧性。英国构建的

脆弱性主要由单边自由贸易失效和殖民地独立引起的；美国构建的韧性得益于其对国际货币、

贸易制度不断进行修正，使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总是处于它的“缰绳”之内。再次，英国的构建比

较僵硬，而美国的构建具有一定柔性。英国的“无形”构建手段在制度和政策上较少改变，即使

遭遇挫折并且做出反思后也少有调整。美国不仅采用构建中获利（如超发美元和取得国际铸币

税）和通过违约锁定利益（如“尼克松冲击”）的办法，而且不断调整原有构建（如用牙买加体系接

续布雷顿森林体系、用世界贸易组织接续关贸总协定、用“瓦森纳协议”接续“巴统组织”等），在

大致保证全球公共品供给前提下机会主义地实现自身利益。再次，英美两国都是基于“普世价

值”来构建世界经济。“普世价值”基于抽象的个人假设而进行无限延伸；但是，当它延伸到国际

政治经济关系层面时，就出现了一系列严重问题。比如，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资本无节制的利

益追求、国家之间的无约束竞争、“中心−外围”结构固化等与“普世价值”看似相互对立，实则彼

此兼容。英国和美国在对世界经济进行战略性构建时，一方面对外宣扬“普世价值”，以方便其

构建，另一方面又把不平等、不平衡等视为永恒状态。最后，英美构建的世界经济具有一个鲜明

特点，即试图构建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格局。不同的是，英国通过理想主义的单边自由贸易

进行控制，由于内生脆弱性以及其他国家的机会主义利用而使其构建不久即处于失控状态；而

美国基于实用主义原则，根据国际局势变化，对世界经济构建进行调整以实现动态控制。

根据上述挖掘，若要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美国的世界经济构建思想，我们认为应该是“美元

霸权”与“相机控制”。其目标是固化以美国为世界中心的“中心−外围”结构。

四、中国构建理念阐释及比较

值此百年未有大变局之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战略机遇期，中国开始有意愿、有能力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与此同时，世界经济遭遇了“逆全球化”波折，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抬

头，国际经济环境不断恶化，繁荣与和谐兼具的世界经济为大多数国家所期盼。为了适应时代发

展新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世界经济新构想，现已形成一个理念系统，成为其经济战略思想的

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理念系统兼容于“共同价值”（习近平，2015a）。由于“共同价值”与英美构建

世界经济时的“普世价值”具有本质差异，因此中国构建的必然是新型世界经济。这个理念系统

是开放的，新元素将不断补充进去。在大多数情形下，习近平总书记把它称为“开放型”世界经

济，此外还有“创新型”“联动型”“包容型”“高质量”世界经济等提法。

中国推动构建新型世界经济的理念系统（就主体而言）可概括为：以平等、开放、包容为前

提，以改革、创新、合作、竞争为动力，以公平、公正、共商、共建为原则，以普惠、联动、协调、平衡为

辅助，以互利、共享、共赢为目标，以繁荣与和谐为愿景。①需要指出的是：（1）这样谈它的结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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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 G20 峰会、几次进博会以及诸多重要场合的主旨演讲和发言中，都强调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这个重大主题；十九

大报告和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已将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列入国家战略。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式样和进程深受冲击，美国政

府不断抛出“脱钩”言论和政策，我国也在探索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尽管如此，我国依然应该

坚持推进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这个战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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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是就各个理念的主要属性而言的，分类当中难免有交叉。例如，文献中往往将共商、共建、

共享放在一块进行阐述，这三者也确实存在关联；但是，考虑到共享主要是就结果而言的，我们

在此将它与互利和共赢放在一起进行阐述。（2）英美构建世界经济时，尽管并不像中国这样率先

提出一个理念系统，但并非没有可以比较的地方。因此，在分类阐释中国构建理念的经济意义

时，我们将拿英美来做比较。

第一，以平等、开放、包容为前提。先看英美的构建。（1）英美构建不是以平等为前提。对欧

洲国家，英国想要实现的是其治下的均势；对移民型殖民地，英国想通过给它们更多自治权，通

过自由贸易取得更多利益；针对非移民型殖民地，就更谈不上平等。在美国构建中，平等是存在

结构性缺陷的。它以霸权威势将特定意识形态和经济模式等强加于发展中国家。（2）就开放而

言，英国对前两类国家基本上是开放的，而对非移民型殖民地的开放具有非对称性。在美国构建

中，其开放是有选择性的。美国要求其他国家对它开放市场，而自身的对外开放却受严格管制，

并且具有意识形态异质性。例如，美国对中国的市场开放就与其他国家不一样。这是双重标准。

（3）就包容性而言，英美对具有不同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和宗教习俗的国家包容度很低，对发展程

度低的国家不是秉持包容理念，而是强推其认为最优的社会经济制度。这种低包容性使得文化、

宗教、语言和习俗等的多样性受到了伤害。英美既然没有“各美其美”之容，“美人之美”之量，也

就难臻“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之境。

中国以平等、开放、包容为前提构建新型世界经济。（1）从历史角度看。在近代中国，平等和

开放成为民族至痛，包容的缺失又导致发展机会流失。就平等而言，屈辱历史使中国人本着“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祖训，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以平等为基础，以免悲剧在其他国家重演。就

开放而言，闭关自守曾经导致中国国力“世纪性跌落”，酿成山河破碎、国将不国的悲剧。这些惨

痛教训使中国人认识到要在平等和开放中求生存、求发展、求复兴。现在，中国正在建设高质量

开放型世界经济，但其开放并不是单边的，而是相互开放。就包容而言，近代中国一度不能包容

外来的文化、科技、制度、学术，使得自己吃了不少苦头。（2）从经济角度看。在封闭经济情形下，

任何国家都存在一个最优发展模式；但是，在开放经济情形下，由于有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及不同生产技术等可资利用，且开放的负面影响又可通过制度和政策优化加以规避，因此最优

发展模式下取得的经济成就将比前者高。近代以来任何大国崛起都以开放为前提，只是开放程

度和方式不同而已。美国的经济崛起主要依赖国内大循环（伍山林，2018），但是如果不从外部吸

纳移民、技术和资金，该循环的扩张速度将慢得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崛起受惠于开放的

地方尤其多，特别是加入 WTO 以后，中国经济发展与国外市场紧密相关。至于平等和包容，乃高

效合作之基础。平等与包容一旦丧失，合作的可能和深度将大打折扣。

当前，世界经济仍然存在不平等、不开放、不包容之处。目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

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占到 80%，但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依然没有改善。就开放来说，中国已经

将它作为基本国策，提出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并且将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作为努力目标。但

是，美国为了维护其霸权地位，处处搞美国优先，逆全球化而行，收紧国内市场，并且以“脱钩”相

要挟。就包容来说，美国从来没有充分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经济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意愿，总是力推

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以便固化旧有的“中心−外围”结构。因此，我们尚需不懈努力，才能

创造平等、开放、包容等构建新型世界经济的基本条件。

第二，以改革、创新、合作、竞争为动力。①对于经济发展，创新是第一动力，竞争是基础性动

伍抱一、伍山林：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英美经验与中国思路

① 创新、合作、竞争为增长动力之要，改革可使这些动力的作用更好地释放出来，故一并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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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没有竞争，创新之花就会凋萎；合作不仅能够产生新生产力，使各国达成可以分享的利益，而

且可以避免竞争引起的一些负面后果；改革则是在尊重各种动力基础上，使它们得到充分释放。

近代以来，世界经济日新月异，共同目标陆续实现，是由于改革、创新、合作、竞争等动力得到了有

效利用；对它们利用得较好的国家，经济发展则较快。

先来看改革和创新。英美都曾是最具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国家。但在构建世界经济过程中，

英美对创新具有复杂心态，它们设法让其他国家没有创新或让它们的创新局限在其允许的范围

内。例如，它们卖力地对外倡导自由贸易学说，鼓吹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来发展经济是惟一最优选

择。但是，这种具有一定欺骗性的策略一旦放到史实面前进行比照，就会露出其维护主导构建国

既有优势地位的原形。例如，美国的发展壮大是采用打破比较优势的战略实现的。按照比较优

势理论，19 世纪美国最好是专心从事农业生产，没必要通过高关税保护等政策来促进工业发

展。另外，在英美构建中，改革也是被遵循的理念。英国相机采择“有形”与“无形”方式构建世

界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改革。在美国构建中，国际货币制度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过渡到牙买加

体系和世界贸易制度从关贸总协定过渡到世界贸易组织等，都是改革成果。

以改革创新为引领，是习近平总书记向全球倡导的重要理念。在 G20 安塔利亚峰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改革创新，增强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世界经济长远发展的动力源自

创新。”中国倡导的改革创新理念比英美的更具有普遍性，它针对所有国家。G20 成员国尤其应

该以创新为引领，为其他国家提供有利于创新的条件。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我们应该抓住机

遇，把推动创新驱动和打造新增长源作为二十国集团新的合作重点，重视供给端和需求端协同

发力，加快新旧增长动力转换，共同创造新的有效和可持续的全球需求，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方

向。”（习近平，2015b）与中国不同，美国为了维护霸权地位，在改革创新上心胸狭窄。它倾力打压

中国高科技企业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这种狭隘性还反映在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进行阻扰上。

例如，由于担忧多边机制对其不利，美国近年来采用使争端解决机制瘫痪和失效的方法限制

WTO 的作用。相反，我国则通过《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提出建设性意见。

再来看合作和竞争。英国的构建以不平等为前提，合作与竞争必受其限制。尤其是对非移

民型殖民地，英国往往垄断其市场，殖民地的经济结构由英国工业资本意志决定。美国构建世界

经济时对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战略等进行选择性传播，使不少国家认为按照“华盛顿共识”发展

经济乃最佳选择，殊不知其结果往往是经济崩溃和停滞（Rodrik，2011）。那些按照比较优势与后

发优势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中国家回过头来发现，在发展过程

中其边缘地位反而被固化了。其主要原因是，这种情形下的合作是缺失的，而竞争是泛滥的。

与英美不同，中国构建的是新型世界经济：它明确主张，各国经济应该在平等、开放、包容的

前提下展开竞争与合作。在第一届进博会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历史，开放合作

是增强国际经贸活力的重要动力。立足当今，开放合作是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现实要求。

放眼未来，开放合作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时代要求。”（习近平，2018）在第二届进博会主

旨演讲当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赖，“面对矛盾和摩擦，协商合作才

是正道。只要平等相待、互谅互让，就没有破解不了的难题。我们应该以开放求发展，深化交流

合作，坚持‘拉手’而不是‘松手’，坚持‘拆墙’而不是‘筑墙’，坚决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削

减贸易壁垒，推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更加完善，共同培育市场需求”。（习近平，2019）。合作和竞

争既然以平等作为前提，也就蕴含了繁荣与和谐的前景；而竞争利益与合作利益的来源多元性，

又呼唤各方联手与协同。

第三，以公平、公正、共商、共建为原则。这些理念将对国际经济事务的推进和效率的增进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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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积极影响，将为各国乐享合作成果提供现实保证。其中，公平、公正尽管是众所公推的，但对它

的认知却存在很大差异，而共商、共建则包含了中国智慧。①张业遂（2015）认为，“‘共商’，就是集

思广益，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体现各方智慧和创意”，而“‘共建’，就是体现共同参与，发挥自身

优势和潜能，形成新的合作优势，‘众人拾柴火焰高’”。共商共建是以平等、开放、包容为前提的。

要是没有平等和开放，也就谈不上共商共建；要是没有包容，共商共建的空间也就会变小。共商

共建将自然延伸至共享，共享是共商共建的前提和保证。在英国构建中，尤其是针对非移民型殖

民地，由于缺失平等、开放、包容等前提，也就谈不上共商共建，主要事务由宗主国单方面决定，其

构建的世界经济必然是不和谐的。在美国构建中，由于其本着霸权思维，难以做到公平公正，共

商共建不具有实践基础。中国以构建新型世界经济的良好愿望为指引，共商共建成为区别于英

美原则的显著特征。在构建新型世界经济伟大实践（如“一带一路”建设）中，这一点得到了具体

体现（怎样建设），成为新型全球治理观（怎样治理）的核心要素。

第四，以普惠、联动、协调、平衡为辅助。从经济哲学角度来说，在平衡发展逻辑中，只有兼顾

普惠性公正与差异性公正这两个方面（吴忠民，2017），才能成就发展的和谐与和谐的发展。说到

底，英美构建世界经济乃是基于资本逻辑。由于将利润作为唯一目标，普惠原则必然被抛弃。但

是，从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视之，普惠乃是温暖阳光，将无私惠及众生。这个时候，经济原

则将暂时被搁置，非经济关怀将成为主题，以实现弥足珍贵的和谐局面；而这也会反过来为经济

发展创造更好条件。至于联动，乃是经济繁荣之必需。携手合作、相互促进、良性竞争，需要相关

各方联起手来，朝着共同目标采取一致行动。如果不是相互联动，而是各行其是，甚至相互拆台，

那么即使不是不能成就事业，至少也会大大降低效率。联动所要求的协调，不仅是中国五大发展

理念之一，而且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是高效合作之必需。否则，经济利益将在形成过程中被大量耗

散。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平衡是一条重要原则。它主要指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付出与所得的平

衡。平衡得以动态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就有保障；平衡一旦被非理性打破，经济发展动力（如合

作）就会受到挤压，竞争很难良性展开，改革就要耗费更多资源，创新也将大受限制。不仅如此，

平衡一旦被非理性打破，原来可以共商共建共享的领域和机会，很有可能消失殆尽。因此，我们

尽管将普惠、联动、协调、平衡列为辅助性理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重要性是次一级的甚至无

关紧要的。在某种程度上，可将它们视为增效机制。

第五，以互利、共享、共赢为目标。共建新型世界经济需要以正确的义利观为指引，②使利益

相关方都觉得从中有收获。这里，互利指的是参与者都能增益或减损，共享指的是最终成果由利

益相关方共同合理地分享而不是由其中一方或几方独占，共赢指的是所有参与者都对结果感到

满意。尽管这种局面的实现通常具有一定的难度，但作为目标来追求又是非常有必要的，它直接

指向繁荣与和谐这个美好愿景。因为美好，所以追求。但是，与中国形成鲜明对照，英美构建世

界经济的目标是固化以它们作为世界中心的“中心−外围”结构，因而互利、共享、共赢并不是其

选项。即使达成了可分享的共同利益，它们追求的也是获得大头；即使结局有损于其他国家，它

们认为只要符合自己目标，那也是可推行的。“零和博弈”“赢者通吃”“利己主义”等，正是英美

构建世界经济的观念写照（张二震和戴翔，2019）。其实，只要资本逻辑主导国家政策，并且进一

步在世界市场上攫取利益，那么互利、共享、共赢的目标就会遭到侵蚀。在本质上，资本主义制度

与以互利、共享、共赢为目标的发展是很难相容的。

伍抱一、伍山林：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英美经验与中国思路

① 在全球治理赤字背景下，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应该成为行事处世的引领性观念（秦亚青和魏玲，2018）。

②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世界经济和“一带一路”时一再强调，正确义利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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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以繁荣与和谐为愿景。前面论述的构建理念都指向繁荣与和谐这个良好愿景。它与

中华民族对“和”这种境界的追求是一致的。习近平（2014）总书记说，“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

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熔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但是，英美构建世界经

济追求的是“控”。“和”是自发形成的，“控”是人为选择。英美之“控”指的是，当它们处于世界

中心之后，就通过种种手段固化这种结构。在那里，没有普惠可言，讲的是利己；没有平衡可言，

强调的是自身地位；没有公平公正可言，偏袒偏私变成了习惯；共享共赢不在其视野之内，“零和

思维”“赢者通吃”成为损人利己的观念。因此，其结局必然是失控。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荣

光的退去，直接原因在于其对欧洲大陆均势的失控以及对曾经的殖民地（如美国）的失控；美国

构建的世界经济之所以越来越遭到国际社会质疑，也在于它在自由竞争名义下不择手段地维系

霸权地位。特别是当国际机制不再合乎其目标时，就将它们抛在一边，转而采用原先力图避免的

方式（如逆全球化）、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等确立新优势。由此就可理解美国为什么不断重构世

界经济，而很多国家不得不无可奈何地接受其盘剥和欺凌。这些与中国构建新型世界经济所尊

崇的源于实践的“共同价值”格格不入（鲁品越和王永章，2017）。

上述理念系统作为基本遵循准则，决定了中国构建新型世界经济的过程、方式、特征和走

向。在实际构建中，中国还会从经济、政治和战略等方面进行考虑；但是，中国制定和执行构建新

型世界经济的具体行动计划时，比如“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亚投行、设立丝路基金、建设自贸区

（港）、举办进博会以及推动 WTO 和 IMF 改革等，在理念上都是取其“公约数”。而英美以目标为

导向构建世界经济的时候，在“普世价值”名义下其政策选择会不顾任何道义约束。

根据上述阐释和比较，如果要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中国新型世界经济构建思想，我们认为

应该是“共同价值”与“和谐”。其目标是创造一个繁荣与共赢兼具的世界经济格局。

五、综合比较与历史镜鉴

比较世界经济构建思想，如下两个问题最具一般性：（1）关于目标导向问题。概而言之，英美

以目标为导向构建世界经济，是为了固化“中心−外围”结构，永葆自己的世界中心地位；因此在

构建中，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控制”成为它们的工作中心。同时，选择构建方式时，它们

是不受构建手段的道义约束的；哪些手段会对其他国家造成怎样的伤害，很少或根本不在它们

的考虑范围之内。与之相比，中国以理念为导向构建世界经济，它要实现包括繁荣与和谐在内的

美好愿景；因此在构建新型世界经济过程中，中国把不致害作为底线，把增进各方利益作为追求

的目标。在中国理念系统中，它是有清晰的前提的，即平等、开放和包容；它会充分开发利用来自

改革、创新、合作与竞争的动力；它会遵守公平、公正、共商、共建原则；它会以普惠、联动、协调、

平衡为辅助以增进效率；它会通过互利、共享、共赢实现繁荣与和谐的愿景。（2）关于价值遵循问

题。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就会触及英美与中国构建世界经济遵循的基本价值。对英美而言，它

是“普世价值”；对中国而言，它是“共同价值”。前者基于个人的神秘抽象，由宗教而至世俗；“以

上帝与利润的名义”不再只是商人们写在账簿上的一句格言，而是进一步衍生为包括处理国际

经济关系等在内的一切事物的观念依循，并且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准则。与前者不同，“共同价

值”来自于具有不同群体特征的普罗大众在实践中产生的智慧的长期积淀。它既具有稳定性，又

是发展变化的；它兼顾各个群体的利益关切，成为异质性群体在相关环境中行事处世的基本准

则。与“普世价值”具有单向度的扩张性不同，“共同价值”具有双向互动性。①就前者而言，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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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权和自由等的重要性被不适当地放大了，进而衍生出生存和发展的竞争性和残酷性，以及

对公共利益的漠视和对残酷结局的冷漠。此时，和谐境况即使出现了，也只会是暂时的或偶然

的，没有可能成为常态。就后者而言，和谐是内生的，是作为常态追求的；但是，它追求的不是低

发展水平的消极和谐，而是在繁荣基础上发展水平不断得以提升的积极和谐。这里，竞争依然是

重要动力；但是，对竞争的负面后果又是有充分认识的，并且会通过改革与合作等对它进行约束

和规制，通过普惠、联动、协调和平衡等辅助原则增进效率。

就镜鉴英美构建世界经济的思想及经验教训而言，如下两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1）如何处

理好制度文明和意识形态异质性所带来的对合作空间的压缩和由此潜藏的不确定性。世界经济

构建从英国模式转换到美国模式时，尽管围绕主导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进行了激烈争

夺，但这两个国家具有相似的制度文明和意识形态，不存在因制度文明和意识形态异质性而带

来的难题，模式转换比较平滑和迅速。但是，如果世界经济构建由美国模式转换成中国模式，那

么制度文明和意识形态异质性将带来复杂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这是对中国智慧的真正考验。中

国构建世界经济时会在全球范围内触及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文明类型等诸多维度。这意味着中

国构建较之前的构建在竞争上具有更大的激烈性和复杂性，所需时间之长有可能是以前轮次所

不能比拟的。这意味着中国构建新型世界经济时不能操之过急，要把夯实国内经济基础、构建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和巩固新型世界经济构建成果作为前提；中国构建新型世

界经济也不是都另起炉灶，有些也可通过改革美国过去主导构建的不再适宜的组织和机制等来

达到目的。由此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乐意对 WTO 和 IMF 等改革投入精力和贡献智慧。

（2）如何利用好中国作为超大型国家的优势。进入构建世界经济历史时间之际，美国人口是英国

的 3 倍，中国人口是美国的 4 倍。现在，中国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落后于美国，但有一部分产业已

处于世界前列；中国区域和产业发展水平具有差异性，这不仅使国内经济拥有强大韧性和广阔

回旋余地，而且使其与世界各国都可进行广泛的经济交往。我国稳健的高质量发展对构建新型

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个巨大优势，美国却产生了战略焦虑。从特朗普执政以来（特别是新冠肺炎疫

情全球暴发和蔓延以来）美国发出的声音和出台的政策来看，这一点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在美国

试图采用“脱钩”战略孤立中国的情形下，我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

力量就显得尤其迫切。与英美不同，中国是在生产技术和发展水平整体上落后，但在某些局部已

经具有强大竞争力的背景下推动构建世界经济的。这从客观上决定了中国在构建新型世界经济

时不可能像英美那样以固化“中心−外围”结构为目标。当中国根据构建新型世界经济的理念系

统，通过不懈努力把自己推向世界舞台中央之后，也不可能以固化这种地位为目标。

总之，英美构建世界经济的目标是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使其稳居世界舞台中央。这就使得

英美在构建世界经济的过程中必然不断损害诸多国家的利益，不断塑造自己的对立面，以至于

最终毁灭自己的理想。与英美相比，中国推动构建新型世界经济的目标大异其趣，中国追求的是

在各国良性互动中形成既繁荣又和谐的局面。正所谓“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一

个以繁荣与和谐为愿景的世界经济格局，将在中国理念指引和各国共同努力下变成现实。

六、总结与评论

英美以“普世价值”为基础构建世界经济，它们的目的是控制世界经济发展，以固化它们已

经处于世界中心的“中心−外围”结构；但是，它们主导构建的世界经济具有非平等、非包容、非

平衡、非共赢等特征，因此必然引出一系列实践性难题。新时代的中国已经进入构建新型世界经

济的历史时间，即使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冲击也不可能阻挡它的步伐。

思想脉络分析表明，与英美不同，中国构建新型世界经济是为了使全球达成繁荣与和谐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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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这样的世界经济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性部分。尽管如此，英美的世界经济构建思想依

然具有镜鉴意义。首先，中国在构建新型世界经济时，必须坚持以实践为基础的“共同价值”，要

对以人的神秘抽象为基础的“普世价值”及其工具化进行揭露和批判。“共同价值”是中国构建

在理念系统、行动计划、目标愿景上优于英美构建，以及在比较意义上具有新型特质的观念基

础。其次，中国在构建新型世界经济时，有必要从英国构建中汲取单边自由贸易具有内生脆弱性

的教训。自由贸易应该是对等的和有约束的；否则，有可能被一些国家机会主义地利用。再次，

中国应该借鉴（汲取）美国构建世界经济的经验（教训），在新型世界经济构建中设立更加完善的

争端解决机制，将公平、公正、高效作为不可偏废的方向。复次，应该揭露美国近年来逆全球化而

行、重返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以及走向单边主义的图谋，把中国构建理念和行动计划的优越性

凸显出来，提升各国对中国构建的认同和参与。中国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因为其构建理念（行

动计划）具有更具接受性的基本前提、更具多样性的动力来源、更加周全的处事原则和兼顾各方

利益的分配理念。最后，世界经济是一个复杂大系统，中国还存在主权货币偏弱、话语权有待提

升等短板。因此，尽管中国现在已经具备开始构建新型世界经济的基本条件，但要准备接受由此

引起的各种质疑，通过稳步发展、增强能力、补齐短板等创造更好条件。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美好理想需要依托现实努力来实现，而构建新型世界经济又是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由于立意高远，中国构建新型世界经济时必然面临比英美当年多得

多的难题，但中国又是拥有独特的优势来实现这个宏伟目标的。（1）中国可以从深厚的传统文化

中汲取英美并不具备的大智慧。中国构建新型世界经济的理念系统是中国传统观念在新历史条

件下的革命性升华和灵活性运用。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变化，内含传统文化的中国理念、中国智

慧、中国气度等的优越性和影响力将逐渐显现出来。（2）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由资本

逻辑衍生而出的恶果将得到一定的控制。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基

本经济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冷战”时期那样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在各自

体系内部进行循环而彼此之间近乎隔绝的局面。这样，各国经济有望避开社会制度异质性而以

市场经济为基础，结成互联、互通、互利的大系统；即使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和蔓延以来

美国叫嚣要与中国“脱钩”等异常复杂的局面，通过建立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仍然可以推动并建成一个具有广阔范围和优良性状的新型世界经济

格局。①总之，依靠传统文化的大智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可为全球提供一个具有比

较优势的经济治理模式，引导世界经济朝着持续健康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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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great change unseen in a century”，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opic of China’s efforts to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n open world economy. On the one hand，it sorts out

the thought thread of building the world economy by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ir

purpose of building the world economy based on “universal values” is to control its development and solidify

the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However，countries in the world differ in many dimensions （such as resource

structure，cultural tradition，social system，stage of development，etc.）；the world economy built by them inev-

itably encounters a series of practical difficulties caused by inequality，imbalance，non-inclusiveness and non-

win-win situation. On the other hand，this paper summarizes China’s concept system of promoting the build-

ing of an open world economy，and makes a comparison and reference analysis with that of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 believe that China’s efforts to build an open world economy can lay a solid economic

foundation for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hina’s concept system can be summed up as

follows：equality，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as the premises；reform，innovation，cooperation and competi-

tion as the driving forces；fairness，justice，wide consultation and joint contribution as the principles；shared be-

nefits，linkage，coordination and balance as the supportive system；mutual benefit，sharing and win-win as the

goals；and prosperity and harmony as the visions.

We also think that when China promotes the building of a new world economy，（1） It must adhere to the

concept of “common values” and make a profound expose and criticism of the concept of “universal values”

and its instrumentalization. “Common value” is the conceptual basis for China’s building to be superior to

that of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2） Lessons should be drawn from the endogenous fragility of the unilat-

eral free trade regime. Free trade should be reciprocal and binding. （3）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be deeply

criticized for going against globalization，returning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protectionism，and moving toward

unilateralism in recent years. It is necessary to clearly explain the superiority of China’s building philosophy

and action plan to increase the confidence and expectation，and China can do this because its philosophy and

plan have more acceptable basic premises，more diverse sources of motivation，more thoughtful principles，and

a distribution philosophy that takes account of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4）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dispute settlement. Otherwise，the maintenance of the world economic order will be

difficult. The analysis implies that the world economy is a complex and large system，and China still has weak

spots such as a weak sovereign currency and discourse power that needs to be enhanced. China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catch up and further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an open world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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