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奇霖：全球化在经济增长

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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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奇霖 

在本篇文章中中，我们将梳理 GDP 的另一个重要的转化机制，也就是

在以 GDP 为纲的考核模式下，全球化在经济增长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如今中国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除了之前我们提到的制度本身带来

的激励机制，以及土地政策的创新之外，与改革开放时期正逢全球化浪潮

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 90 年代市场经济逐渐兴起以来，中国开始接纳来自全球各地的资

本注入，再到 2001 年加入 WTO，中国内地积极承接“亚洲四小龙”的产

业转移，接棒成为新世纪的“世界工厂”。强劲的出口为中国经济的增长

注入了新动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全球贸易活动

开始降温，甚至隐隐出现“逆全球化”的势头，一些产业又再次从中国内

陆地区迁移至东南亚、非洲等发展中国家。 

国际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温，国内的外汇占款也于2015年达到顶点，

这无一不显示着，原来我国主要依靠外需，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

有效性已经大大降低，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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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参与全球化进程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后遗症”也有所

显现，那就是中低端制造业产能过剩，而高端制造却供给不足乃至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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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找到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发力点，我们就需

要从全球化的根源上着手，看看全球化到底是如何兴起的，中国又是如何

一步一步参与的，并从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 

01 

全球化的背景与起源 

20 世纪四十年代末期，也就是二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繁荣发展。 

二战时期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各国在贸易往来上的限制条款众多，

加之受到战火长期的打击，世界经济一片萧条。 

二战结束后，各国陆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重建生产、恢复经济，

贸易活动开始愈加频繁。关贸总协定（GATT）于 1947 年应运而生，尽管

这在当时这只是个临时性的协议条款，约束力也不算强，但还是对世界多

边贸易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根据李嘉图的理论，比较优势是产生国际贸易、跨国资源流动的重要

起因，后来在此理论的基础上，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又提出了要

素禀赋理论。这一系列的理论指出，世界各国在资源要素禀赋上存在差异，

这些要素既包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也包括资本和技术水平，因此不同国

家在生产不同商品时存在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可以体现为劳动生产率

较高或者成本较低。 

根据比较优势进行国际间的专业化分工生产，能够使各国的利益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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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这便是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对于工业化程度高的国家来说，当一些行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无法取

得突破时，生产成本就会上升而利润会下降。资本在利润的驱使下，会主

动寻找生产成本更低的地方，这也是大部分工业产业从发达国家转出的重

要原因。但是至于资本具体流向哪些国家，产业转入到哪些国家，这就要

看各个国家的资源禀赋了。 

通过梳理，我们总结出二战后总共出现了四次国际产业转移，从美国

到日本德国（50-60 年代），从日德到亚洲四小龙（70-80 年代）再到中国

内地（90 年代-08 金融危机前）。现在我们正处于第四次产业转移的浪潮

中，一些中低端制造业由中国内地向东南亚国家转移，而高端制造则有向

老牌工业化国家回流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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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全球化趋势在二战战后，伴随美国向日德的产业转移就已经开始

了，但如果我们用商品贸易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可以

发现，直到 70 年代全球化进程才出现了质的变化。从 1969 年开始，在短

短 11 年的时间里，全球商品贸易占 GDP 比重从 18%迅速提升至 42%，

也就是说在 1980 年的时候，全球各国产生的 GDP 近一半都是通过国际间

的贸易活动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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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70 年代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发达国家产生了把产业链转移的诉

求呢，其中一个重要的触发因素就是世界性的粮食危机与石油危机。 

1972-1974 年间，受各种自然灾害的影响，全球谷物产量大幅减少，

加上当时美苏关系有所缓和，苏联也开始进入到国际市场大量购买粮食，

带动国际粮价迅速攀升。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74 年底大麦、玉米

价格相较 1972 年初分别上涨了 155%、183%，5%泰国碎米价格涨幅甚

至高达 263%。 



 

 - 7 - 

 

同时，1973 年中东战争的爆发和 1978 年底伊朗国内政治动荡，也分

别引发了两次全球性的石油危机，世界原油价格在 1979 年底达到了 40 美

元/桶的历史高点，相比于 1973 年初翻了近 20 倍。 

但两次危机造成油价上涨的原因还不太一样。 

第一次石油危机虽然是由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的，但其引发因素主要

是巴以冲突，战争并未波及到主要的产油国，中东地区的石油产量不降反

升。在这个期间，欧佩克国家通过减少原油供给、采取石油禁运等措施抬

升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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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供给减少了，但不意味着油的产量也少了，我们可以看到中东地

区的油产量在这一阶段并没有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并不是没有油，而是这

些产油国限制了石油供给。 

而且从美国的进口来看，石油和原油的进口数量一点都没减少，到

1978 年前还是逐年上升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产油国并不是没有油，而是

通过人为限制石油供给来提升油价。 

而发达国家的工业当时正值快速发展的阶段，要靠大量进口石油来发

展经济，需求保持在较高的水平。通过限制供给导致石油价格暴涨，中东

这些产油国，尤其是伊朗在此期间获得了大量的石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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