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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从长寿时代到商业
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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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陈东升 

 

2020 年，我写了一个“迎着困难上”的年度思考与总结。这一年，一

场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

直面挑战、迎难而上、化危为机成为我和泰康最大的收获。 

2021 年疫情仍在继续，国际局势不确定性增加，国内经济转型，反垄

断、反不正当竞争、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作为一个大型保险集团和大健康

头部企业的负责人，上亿的客户把他们的一生托付给我们，要对客户负责，

就要对宏观问题保持长期深入思考，才能确保企业发展方向正确，行稳致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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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对泰康来说也是不同寻常的一年。泰康 25 年来新单价值首次

挺进市场前三，创造了新的历史；《长寿时代》正式出版，把泰康的原创思

考与创新实践分享给社会，开启长寿时代的新认知，也为行业突破现有困

境提供了方向；我们入驻了新的总部大楼泰康集团大厦，向武汉大学捐赠

10 亿元人民币，支持武汉大学医学和生命科学事业的发展；同时也深化了

对商业向善的认识。趁着春节假期，我也把这些思考和认识梳理总结，系

统性地与大家分享。 

- 对时代变局三个方向的思考 -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一直在学习和

思考这个大变局有哪些因素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还有 2020 年我国向国

际社会明确承诺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表，进一步加深了我对这些问题的

思考。 

我记得 2010 年亚布力大理夏季峰会的时候，我跟田溯宁在大理古城

散步聊天。我说当今影响世界有四个大的因素，第一是全球化、第二个是

互联网、第三是气候变暖、第四个就是中国崛起。  

去年我把这四个因素重新思考和进行分析，这四个因素不是平行关系，

是两对逻辑关系。首先全球化和中国崛起是一个逻辑，全球化、中国崛起

与中美博弈，带来了整个世界地缘政治的一个大变化。其次互联网、科技

进步、气候变暖和双碳是一个逻辑，科技进步和“双碳”形成对工业文明，

及其底层能源结构的一次否定之否定，带来文明形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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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还有第三个逻辑，就是长寿时代来临，百岁人生将成为普遍现象，

人口增长与结构几十年后就进入一个新的均衡，这是人类自身的大变化。 

首先来看全球化和中国崛起。1972 年尼克松访华，整个世界格局发生

变化。从那个时候到今天，世界整个政经格局就是基辛格提出的大三角关

系，过去是中美苏，今天是中美俄。以美国 GDP 为基准，1970 年代苏联

的 GDP 最高时是美国的 43%；而 1972 年中国的 GDP 只是美国的 8.9%。

2021 年中国是美国的 77%，远远超过日本在 1990 年代最接近美国时的

69%，而今天俄罗斯只是美国的 7.5%。这又构成了一个新的三角关系。 

 

这期间，三个大国的演绎发生了非常有趣的变化。二战后，国际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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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苏两个阵营，在经济上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种不同的制度。

1972 年尼克松访华，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1991 年苏联解体，从此一

个巨大的变化发生了。苏联和中国，或者说俄罗斯和中国都实行改革，实

现了市场经济。 

今天不管是什么政治制度，市场经济成为了人类社会最大的一个公约

数。我经常讲，中国改革开放两个最核心的改革：宏观上的价格改革形成

了我们市场经济的制度和体系；微观上的产权和所有制的改革，诞生了像

洪流一样浩浩荡荡、一波一波创业创新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中国创业

创新的活跃程度在世界上可以与美国相提并论。俄罗斯因为进行了休克疗

法，没有经历一个市场与企业家的培育和成长的过程，企业家精神、创新

创业活力不足，经济严重的依靠能源和军工。所以才形成了这种新的经济

实力的三角关系。今天虽然三个大国都是市场经济，但是国家的治理结构

是不一样的。未来这三个国家的竞争是国家治理的竞争，评判的标准就是

能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还有中美竞争与逆全球化的问题。我一直认为，全球化的本质就是对

产品的要素进行全球配置。苹果手机是典型，苹果手机品牌是美国的，主

要零配件来自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但是装配在中国大陆。正因为

产品要素全球配置，零配件可以流动，原材料可以流动，资金可以流动，

高级管理者和科学家可以流动，唯一不能实现大规模流动的就是普通的蓝

领工人。所以长期以来，当跨国公司把他们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东亚和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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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地区，美国蓝领的工作岗位随之慢慢流失到这些地方。中西部的白人蓝

领中产阶级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也得不到重视，日积月累形成一种影

响越来越大的社会政治势力，特朗普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和政治代表人物。

只要这一现状得不到改变，特朗普主义就会长期存在并影响美国的政治经

济。 

所以说全球化的核心是生产要素进行全球配置，效率最优。但是大规

模的普通劳动力不能够流动，带来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和失衡，就带来发达

国家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问题。这是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地缘政治的矛盾，

也是全球化最大的一个死结。我们企业在走出去、进行全球布局的时候，

要充分评估这个风险。 

 

第二，科技进步、双碳带来了文明形式和生活方式的大变化。人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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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从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到现在大概 1 万年的时间，工业文明不

到 300 年。工业文明是相对于农业文明来说的。农业文明是屈服、服从自

然，最后与自然合作、天人合一。工业文明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战胜

自然，我们希望把人的力量延伸。工业革命发明了蒸汽机，机械动力代替

了人力、畜力等自然动力，带来了能源革命；同时现代工厂出现，以公司

为单位的大规模生产的组织形式，取代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形式，加速

了城市化的进程。 

机械动力和现代城市建立在能源的基础上，到现在世界能源的消耗依

然是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为主。所以从最早的工

业革命到电气革命，再到现在的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我

们说进入了信息时代、数字时代和智能时代，其实还是工业文明的逻辑。

从工业革命到今天，世界所有的财富和福祉是建立在消耗化石能源的基础

上。化石能源的消耗带来了气候变暖的问题，就有了全球的碳中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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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双碳”是对工业文明一次否定之否定，是对工业文明以来我

们生活方式彻底的一次变革。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文明。但是这个新的文

明不是信息时代、数据时代的文明，而应该是生态文明。从农业文明、工

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这个观点我在 2010 生态文明论坛贵阳会议就提出来。

工业文明最大的问题就是夸张浪费，像首都机场这样的建筑造了宏大的天

穹，冬天和夏天都要消耗很多能源来保持它的温度。生态文明就是把农业

社会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这样一种理念和生活的观念，和工业时代带来

的福祉和生活品质结合起来，形成简约的、零碳的生态文明生活方式。 

现在全球每年碳排放量超过 50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我们中国 2019

年温室气体排放大概 140 亿吨，占全球的 27%；其中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

放占全部温室气体排放的 73%，工业生产过程二氧化碳排放约占 10%，其

他温室气体排放约为 17%。我们农林业每年能够吸收的二氧化碳只有 8-10

亿吨，约占我们总排放量的 5%-7%。我国能源结构是以高碳的化石能源为

主，占比约 84%。所以我们要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同时改变工业文明时代

的生活方式，减少碳排放。 

有专家说“双碳”是基础能源的一次革命，大概要持续四十年到五十

年，投资额将超过百万亿元。所以风能、太阳能、核能、水能、氢能等清

洁能源以及分布式能源储能技术、电池等会加速发展。同时，能源结构的

变化也必然带来产业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电动汽车、智能汽车包括未

来的智慧城市，将改变我们的出行和生活方式，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70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