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乌冲突对经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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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是自 2018 年中美贸易战和 2020 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之后，再次震惊全球的大事件。许多人把俄乌冲突跟中美贸易冲突联系在

一起来观察，认为这一事件进一步标志着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逐步让

位于地缘政治竞争（或者意识形态竞争），甚至还有人把俄乌冲突视为新冷

战的开始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终结。 

事实是，经济全球化进程跟冷战几乎是同步启动的，美苏对抗最激烈

时也是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的时期；虽然苏东解体和冷战结束在一定程度

上拓展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但在某种意义上讲，苏东巨变和冷战

结束很可能是美欧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结果之一。 

当前，俄乌冲突依然惨烈，究竟走向何种结局，还很难预料。然而，

笔者认为，鉴于俄罗斯当前的经济实力，这一事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部分资源型产品供应链的短期扰动上，很难对未来经济全球化进程

产生长远的、实质性的影响。未来经济全球化的走向，主要还是取决于中

美欧大三角关系的调整，中国在其中有较大的战略活动空间。 

1946 年 3 月 5 日，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城威斯敏

斯特学院发表反苏联、反共产主义的演说，攻击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用铁幕笼罩起来”。“铁幕演说”被后世广泛认为是正式拉开了美苏冷

战的序幕。 

“铁幕演说”之前的 1946 年 2 月，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举行第一次会

议，呼吁召开联合国贸易与就业问题会议，起草国际贸易组织宪章，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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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性削减关税的谈判。随后，经社理事会设立一个筹备委员会。1946 年

10 月，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审查美国提交的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

案。与会各国同意在国际贸易组织成立前，先就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

等问题谈判，并起草“国际贸易组织宪章”。1947 年 4 月—7 月，筹备委

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二次全体大会，就关税问题谈判，讨论并修改“国际

贸易组织宪章”草案。经过多次谈判，美国等 23 个国家于 1947 年 10 月

30 日在日内瓦签订“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并约定于 1948 年 1 月 1 日开

始临时适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签署，也被后世广泛认为是拉开了“二

战”后经济全球化进展的序幕。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创始缔约国有 23 个，包括中国、美国、英国、

法国、印度、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缅甸、加拿大、锡兰、智利、古

巴、捷克斯洛伐克、黎巴嫩、卢森堡、新西兰、挪威、巴基斯坦、荷兰、

叙利亚、南罗德西亚和南非等。1958 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缔约方增至

37 个；1979 年增至 84 个，临时成员有 3 个；1990 年增至 96 个，另有

30 多个成员参加活动。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调整着当时 80%以上的世界贸易，在 1947 年至

1993 年之间共开过 8 次关税会议，每次都拟订了各会员同意彼此免税的具

体项目。经过 8 个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全球关税税率有了较大幅度的下

降。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已从 1948 年的 36%降到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

3%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同期则降至 12%多。显然，在冷战结束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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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欧等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过程已经席卷全球，势不可挡。 

图 1 给出了 1990 年以来美国、欧盟和世界平均关税水平。这些数据

来自世界银行 WDI 数据，权威性毋庸置疑。据这些数据，1991 年冷战结

束前，美欧主要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已降至相当低水平，如今在拆除贸易

壁垒方面已很难有多大动作。全球整体关税水平，冷战结束初有 14%左右，

经过 20多年努力如今降至 6%左右；无论是下降的绝对幅度还是相对幅度，

都无法跟冷战结束前相比。 

图 2 给出了 1970 年以来美国、OECD（经合组织）成员国（全部为

发达经济体）和世界平均的贸易依存度数据。贸易依存度一般用进出口贸

易总额除以 GDP（国内生产总值）得到。它是衡量一国经济融入全球化、

参与全球分工程度的关键性指标。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有 1970 年以来世

界大部分经济体的贸易依存度数据。从这个数据来看，1970 年至冷战结束

前夕的 1990 年间，全球贸易依存度年均涨幅为 1.7%左右，而 1990 年至

2019 年间的年均增幅为 1.6%左右，OECD 成员国在冷战前后的贸易依存

度变动幅度大致相当。如果单看美国，冷战结束后贸易依存度增速相对冷

战前反而是下降的。因此，从国际分工深度程度来看，冷战结束也并未对

这个过程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可以说，经济全球化基本格局在冷战前就

已经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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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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