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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金融風暴後，中國更積極於各種國際場合支持全球化的推動，突顯

其由被動參與轉變為主動倡議。本文主張中國的「新型全球化」係具有中國

特色的全球化模式，內容主要聚焦於經貿層面，以多元角度探討其推動「新

型全球化」訴求的新內涵，並透過具體客觀數據佐證，分析其「新型全球

化」的現階段表現與可能面臨的挑戰。最後，剖析中國所具備推動「新型全

球化」的相關優勢條件，研判其推動的可能路徑與成效。 

本文主張：中國提出「新型全球化」的動機係為維繫當前全球化的發展

格局，藉以維護其受惠於全球化下的利益。其推動「新型全球化」之訴求，

雖有矯正當前全球化所衍生的缺失，解決分配與發展失衡等問題，但所推廣

的「中國方案」力主政府應持續扮演積極的「發展型國家」角色，亦有明顯

維繫其國有資本體制的意圖。政策工具方面，中國以「一帶一路」具體落實

其新型全球化倡議，企圖凝聚發展中國家之間合作，包裹其爭取成為發展中

國家利益的領導者。但客觀條件上，中國迄今的全球化表現仍然偏中段，並

不利爭取國際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對其新型全球化主張的認同，故研判中國仍

需藉由龐大內需市場，同時結合數位科技創新應用模式，提升其推動新型全

球化的條件與成效。 

關鍵詞︰中國方案、新型全球化、一帶一路、發展型國家 

* * * 

壹、前 言 

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快速崛起，伴隨「中國因素」（China factor）的發酵，已浮現改

變世界經濟格局趨勢（Segal 1982）。中國隨著結合經濟力量為基礎的綜合國力增強，

也持續地擴展在國際經貿活動的主導力。當前多方學者已就中國的國際經濟影響力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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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探討，有關的案例研究如對香港（Sung and Wong 2000, 201-228；楊汝萬等 2004），

對東協（吳玲君 2007, 117-139），對拉丁美洲（向駿 2013, 29-31）乃至於對臺灣等影

響。晚近更有涉及中國對外政策強化國際制度參與能力的諸多討論，研究其提升於國

際組織發言權並爭取在國際制度中發揮主導作用。尤其強調以開發中國家代理人身分

自居，積極參與各國際組織之遊戲規則制定等現象（吳瑟致 2005, 12）。 

全球金融風暴後，中國進一步於各種國際場合積極倡議全球化的推動，並有其新

的內涵。2017 年 1 月 18 日習近平在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Davos 

Forum, WEF）的演講傳達了其對於全球化（globalization）支持與修正的觀點。又於

2017 年 5 月 14 日，習近平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開幕演講，成為奠定

中國宣導的「新型全球化」（neo-globalization）的基礎與引領此一進程的架構，突出中

國作為全球自由貿易領導者形象。其主張除持續推動全球化，也對現行經濟全球化造

成先進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壓力和衝擊進行修正，企圖訴求一個更具活力、更加包容

的全球化。 

當前各界文獻（Yu 2017, 353-368; Wong 2017; Wuthnow 2017）已關注 2013年中

國所推動的「一帶一路」倡議，也由此延伸對「新型全球化」的相關討論（海爾 2016, 

78-79；張偉杰 2018, 56-59；張輝等 2018, 201-217）。「新型全球化」一詞最早或可追

溯如牛海彬（2014, 74-84）一文，主要對應於「西方化」的再平衡概念。及至 2016 年

後，「新型全球化」議題已陸續為各界文獻（季思  2016, 1-1；陶濤  2017, 19-26；El 

Namaki 2017a, 71-77）與網絡媒體（辜勝阻 2017; 張偉杰 2018, 56-59; 王輝耀 2018; 

Eichengreen 2018）所關注。然而即使如此，當前研究如前揭文獻多著眼於論述新型全

球化的內涵（張偉杰 2018, 56-59）、特徵或趨勢（陶濤 2017, 19-26）。但目前少有文

獻系統性地探討中國欲推動「新型全球化」的動機，可行路徑選擇與可能遭遇之限

制。為彌補此一缺憾，本文側重於經貿層面來觀察中國「新型全球化」的路徑及面臨

的挑戰。具體剖析中國所具備發展「新型全球化」的相關條件，同時透過客觀的指標

表現，呈現其現今參與全球治理外顯的能耐與定位。另亦關照中國的發展優劣勢，研

判其結合「一帶一路」倡議推動「新型全球化」的可能路徑。 

本文架構除第壹節為前言外，第貳節說明中國推動「新型全球化」的背景，強調

中國經濟長期受惠於全球化發展，故現推動「新型全球化」有其必然的背景因素與契

機。第參節進一步突顯中國的「新型全球化」與原有全球化的差異，有其超越當前多

邊體制無效率的動機，並藉以解決全球化後衍生的負面效應與不平等問題。第肆節說

明中國推動「新型全球化」的條件與挑戰，並引用客觀數據呈現其現階段的具體表

現。第伍節則分析中國推動「新型全球化」的優勢，藉以判斷未來可能側重的發展路

徑。最後第陸節為本文結論，呈現主要研究發現與未來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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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國推動「新型全球化」的背景 

中國自 1978 年以來歷經近 40 年的改革開放，至 2010 年經濟總量已超過日本，成

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僅次於美國。由當年傳統農業經濟轉型向工業，再轉向知識經

濟發展，力爭「十三五」規劃期間，在 2020 年達成 GDP 和居民收入較 2010 年翻倍成

績，以達「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回顧中國經濟發展改革及其取得的成效，確實顛覆傳統經濟學派的許多觀點，並

引發各種解釋與討論。如 Harvey（2007）等部分學者認為，中國成功地在計畫體制架

構下，順暢演繹出市場經濟的機制，兩者得以並行不悖。中國在 1978 年改革開放的時

間恰好與英美發生新自由主義轉向的時間相一致，並把這種時間一致視為「具有世界

史意義的巧合」，也為全球「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譜下序曲。進一步而言，

Harvey把 1970年代末看作一個世界社會和經濟史的革命性轉捩點，認為英國、美國、

中國等世界大國轉向新自由主義；尤其把中國的改革開放視為一種帶有新自由主義特

徵的社會歷史進程，帶來了社會巨大變化與經濟的快速成長。部分學者將這些成就歸

因於中國實行新自由主義，並稱這一進程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進一步而言，中國改革開放後的政經轉變，不應單視為擁抱新自由主義，也有擴

張其國家資本主義領域的意涵。Horesh and Lim（2017）結合廣泛歷史和地理分析架

構，以打造為一個新國家的角度，檢驗 1949年後中國的轉變。Horesh and Lim主張，

有必要將中國社會經濟管制轉變的邏輯，與 1980 年代以來全球包括日本、韓國和臺灣

的經濟政策轉變的新自由主義相連結，並進一步論述，中國的經濟轉型是從「華盛頓

共識」和「東亞」的發展模式中，創造與調整其政策邏輯，並也鞏固其社會主義國家

主導的發展體制。 

Brandt and Rawski（2008）針對中國經濟改革過程，稱為「中國經濟的巨大轉型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具體而言，探究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與

其對外開放策略二者之間密不可分且互為表裡，大致可分為三段經濟改革歷程，也由

此奠定中國推動「新型全球化」的發展基礎。 

第一波經濟改革一般認為源自 1978 年中國的改革開放，由農村揭開序幕，取得成

功後再於 1984 年推動城市改革。接下來的第二波經濟改革，始於 1992 年鄧小平「南

巡」，提出按「生產力為基礎的發展觀」，帶動後來的民營企業風潮，推動國企改制，

逐漸建立起市場秩序，排除地方間市場的交易障礙，全國經濟開始走向整合，形成一

個共同市場和經濟共同體，直至 90年代末，中國的市場經濟已具雛形。 

而在第三波經濟改革階段，乃是中國走向全球化的重要關鍵時期，並顯著受惠於

全球經濟整合過程。2001 年年底，中國歷經 14 年的申請和談判過程，終於成功加入

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也自此正式參與全球化經貿運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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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中國透過與這些國際組織互動的過程中，以一種「參與」（engagement）方式，漸

漸融入世界經濟與經貿規則之中（Johnston and Ross 1999）。 

回顧中國此段不到 40 年的發展，單從對外貿易與吸引外資來看，其經濟能量不斷

擴大。1978 年中國貿易總額為 206 億美元，位居世界第 32 位；2000 年增至 4,743 億

美元，已比 1978 年擴大了 23 倍，且位居全世界第 7 位。2015 年，其對外貿易總額達

3.956 兆美元，已於全球排名第 1。2016 年，中國的出口和進口略分別下降 7.7%及

5.5%，貿易盈餘仍達 5,099 億美元。在利用外資方面，截至 2016 年底，中國累計批准

864,304 個外商投資項目，實際使用直接外人投資達 1.766 兆美元。最大投資來源地為

香港、臺灣、日本、新加坡、美國、南韓、英國和德國。而中國外匯儲備至 2017 年 3

月為 3.01 兆美元，相對於 2006 年 2 月底中國的外匯儲備總額 8,537 億美元（不包括港

澳的外匯儲備），成長 3倍有餘，已是世界排名第 1。 

另可再由貿易依賴度來看這個問題，中國經濟在歷經金融危機之後，過去受益於

全球化發展的趨勢已反轉直下，如圖 1 所示。自 1990 年以來，中國的經濟的市場開放

度，即進出口貿易總值占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之比重緩步攀

升。及至 2001 年中國加入 WTO 後即快速上升，在 2006~2007 年左右達到高峰，約近

6 成。但此成長趨勢在全球金融危機後即又快速反轉向下，時至近年中國外貿占 GDP

比重已降至 3成左右。 

值得注意是在全球金融危機後，先進國家的消費需求急劇下降，導致跨境資本流

動驟減，全球供應鏈也有縮短等現象。近年「反全球化」浪潮進一步加劇，均侵蝕中

國在全球化下的利益。因此中國近年大舉「新型全球化」泝旌旗以避免「反全球化」的

逆襲，部分目的即是積極維護其受惠於全球化的利益格局。 

此外，中國推動「新型全球化」除具上述背景因素外，也有著掌握重要轉型發展

契機的動機。首先，在大國崛起的思路上，中國是以小型經濟體模式來實現大國崛

起。即其經濟崛起靠的是產業代工和服務外包，長期以來已依賴全球化獲取龐大利

益，然而展望未來此種代工優勢卻難以長久持續。中國參與全球化已協助其達成經濟

規模成長的目標，但距離其要成為真正的經濟大國，即具備產品定價權、規則制定權

及責任擔當權等條件，卻仍然非常遙遠。沴因此，現在中國經濟正面臨轉型期。具體而

言，中國必須從過去外向型經濟體向開放型經濟體轉變，將貿易機制趨向中性，即不

僅鼓勵出口或招商引資，也必須強調進口的重要性。為此，習近平 2017 年 5 月於「一

帶一路」峰會上表示，中國將從 2018 年起舉辦國際進口博覽會。沊不同於中國舉辦如

「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簡稱廣交會）等為帶動出口的展會，進口博覽會係為引導

各國更容易進入中國市場，共享其經濟發展紅利的一個管道或平台。惟此貿易轉型過 

                                               

註 泝 尤其在 2017 年 10 月 18 日，中國在北京召開第十九屆全國代表大會，習核心正式確立，強調以黨領政

的體制特色也更加鮮明，突出中國企圖運用國家力量扮演推動全球化的角色。 

註 沴 引述自作者 2017年赴北京拜訪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張燕生首席研究員之訪談內容。 

註 沊 第一屆國際進口博覽會已訂於 2018年 11月 5-10日於上海國家會展中心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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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中、美、日等國之進出口貿易總值占 GDP 的比重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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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lobal Insight資料庫暨本文自行計算。 

程，尚需相當長時間的調整，尤其在現今面臨全球保護主義、反全球化趨勢興起之

際，挑戰將更為嚴峻。也因為如此，中國只能持續堅持其全球化的信念，才能維持其

在全球化過程中所得到的成長利益。 

參、中國「新型全球化」的內涵 

全球化一詞在 1960 年代即出現在美、法等國，但大約到 1980 年代的中期，西方

學術界方開始肯定全球化概念的重要性（李隆生、鄧嘉宏 2006, 45-68）。及至 1990 年

代中期，全球化之觀念方普遍出現在各社會學和經濟學文獻中。尤其，1990~2010 年

代的國際關係密切連結突顯出：世界各國在經濟、文化上的交往越來越頻繁，相互依

賴越來越緊密，如宗教極端主義、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也就更加容易發生，並直

接或間接導致世界性經濟危機擴散的可能。由於全球化具有多重面向，可涵蓋為經

濟、政治、文化、思想、技術和社會等領域（Fotopoulos 2001）；另就參與全球化的元

素則包括國際貿易，資本流動，人員跨境遷移，和知識的傳播等四個方面。沝 

本節接下來擬針對中國的「新型全球化」與現行傳統全球化意涵的可能差異進行

比較。首先就背景與環境而言，現行全球化較側重於二戰以後的國際秩序重建，強調

的是經貿效率規則的制定與爭端仲裁解決機制，目的是降低跨國交易成本，強化多邊

市場機制。而中國倡議的新型全球化則多著墨於檢討多邊體制（特別如 WTO等）下的

                                               

註 沝 見 2000 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全球化：威脅還是機遇》（IMF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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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不足，無力解決日益複雜的全球性問題，特別是在全球化後衍生的負面效應逐漸

嚴重。因此中國主張在全球化機制中應更重視包容性成長、共用共享、創新創業、綠

色環保等新興議題。 

具體而言，中國所謂的新型全球化欲矯正當前先進國家主導的全球化所產生的負

面影響：包括如當前全球化造成南北差距加大、區域呈現失衡發展，造成國際間的貧

富差距。同樣的，國內階層流動也愈趨固化，財富分配日益集中。其次，當前全球化

造成國際產業分工不合理，衍生出「核心－邊陲」關係格局。多數發展中國家處於全

球價值鏈的邊陲，並呈現「低端鎖定狀態」。因此中國的新型全球化訴求，更加強調將

提升政府治理效能，要矯正現行經濟全球化衍生在經濟、社會等各層次資源分配失衡

的可能缺失，有效地解決全球化可能導致的分配與發展失衡等問題。同時訴求將更多

關照勞工、環境等多元利益團體、中小企業等權益。 

上述的脈絡也引導出另一個重要內涵，就是對於全球化與「國家」（the state）功

能間的關係。近年相關文獻主張，全球化並不會削弱國家權力（Jayasuriya 2001, 101-

123; Weiss 1997, 3-27），也不會導致國家主權低落（Goksel 2004, 345-354），而是主要

促進國家治理模式的轉變（Gindin and Panitch 2018, 39-46; Jayasuriya 2001, 101-123; 

Weiss 1997, 3-27）。針對全球化誘發國家治理模式的轉變，或可理解為由「正向協調」

（positive coordination）機制轉變為「負向協調」（negative coordination）模式。所謂

正向協調，其主要基於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國家須享有對應的補償機制能力，從而建

構有效的政策形成，藉以促進公共部門和私人間利益的協商，謀求整體最大的政策福

利。而負向協調係針對性地解除資本管制，弱化政府內部利益協調機制，進而逐漸轉

變為僅提供運作指導方針，偏向消極協調功能，形成非直接干預行為的新興監理體

制，並避免抵觸現有政策以及其他部門的既有利益。就某些層面上，現行全球化過程

係將國家治理轉為負向協調模式，更多以遵循法規或市場機制來替代「利益權衡」。但

新型全球化的概念更趨向正向協調機制，此亦與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概

念相通，主張的是政府公權力的適度介入。本文認為，中國的新型全球化主張，關鍵

與特色即在於全球化的推進過程中，仍試圖有效維繫其國有資本體制的運作。 

在中國新型全球化的理念中，「一帶一路」倡議是相當關鍵的代表性政策，其主張

建立新夥伴關係，係基於世界各國利益的新型夥伴全球治理體系。該政策有別於原有

全球化偏向運用國際經貿規則、規範的一體化措施，沀主張採用較尊重國情差異的柔性

合作策略（El Namaki 2017b）。其主張政府要適度管理，讓各國結合自身國情選擇融入

全球化的路徑和節奏；除維持對全球化的支持外，更力主強化國家的角色以處理更多

國際與國內的分配問題。 

                                               

註 沀 係指「經濟－體化」，通常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由政府間通過協商締結條約建立經濟聯盟，制

定一致的對內對外經濟政策、財政與金融政策等，消除國別間阻礙經濟貿易發展的障礙，實現區域內

商品、資本和勞務自由流動，並擁有具公信力的監督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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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推動「新型全球化」是否等同扮演全球化領導者的角色？中國迄今態度仍然

保留，但更多是採取參與全球經濟治理變革並提出中國方案的說法（裴長洪、劉洪愧 

2018）。一方面不以挑戰既有如美國等為代表的先進國家所主導的全球治理制度架構與

規則；但另方面，中國致力於爭取與新興國家或發展中國家的合作，運籌在國際場域

中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發言權，藉以維護發展中國家於全球化中的利益。也就是說，中

國的新型全球化偏向著力於領導發展中國家，但事實上也由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

展、文化、種族等異質化過高，而遭遇相當大的挑戰且成效有限。 

而在全球化路徑方面，相對於過去全球化係透過跨國企業或集團的供應鏈來進行

生產的全球化布局。中國新型全球化面對的是網路、數位科技的運用與短鏈（short 

chain）革命的來臨，因此在新型全球化下更多強調的是商品服務虛擬化、貿易過程數

位化。例如阿里巴巴的馬雲於 2016 年在亞洲博鰲論壇首次提出 eWTP（Electronic 

World Trade Platform）概念，即所謂電子化的世界貿易平台，旨在為跨境電子商務建

立相關規則，聲稱為全球發展中國家、中小企業、年輕人更有利地進入全球市場、參

與全球經濟。 

最後，在貨幣及意識型態方面的全球化觀點，不可避免地將直接聚焦於美中關

係，也就是現行全球化仍尊美元為全球貿易的結算貨幣。但 Hardy（2017）指出，中

國為讓人民幣發揮更大作用，進而挑戰美元地位；正考慮透過人民幣進行全球石油貿

易，泞並推動貿易夥伴以黃金結算人民幣。此外，當前中國加深對國際金融體系影響

力，主要展現於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對「一帶一路」的資金挹注，以及人民幣加入 IMF特別提款權

（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等效益。因此本質上，中國「新型全球化」的核心，即

是欲挑戰美國在全球化的主張（或稱為「華盛頓共識」），轉而提倡新的全球化「中國

方案」（或稱之為「北京共識」）。 

茲根據以上論述中國「新型全球化」與現行全球化在內涵上的差異點，整理如表

1。 

肆、中國推動「新型全球化」的限制條件和挑戰 

在說明中國推動「新型全球化」的內涵與其訴求後，本節接下來檢視其可能面臨

的限制條件與挑戰。主要包括中國現階段全球化表現相對落後、面臨國際壟斷資本挑

戰及其內部產業技術和創新能量不足、一帶一路倡議面對發展中國家普遍質疑等難

題，以及遭遇川普時代下美中貿易爭端的種種挑戰。分述如下： 

                                               

註 泞 引述自 Reid（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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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國「新型全球化」與現行全球化的論述差異點 

比較面向 現行全球化 新型全球化（中國倡議） 

背景與與擬解決 

問題 

二戰後的國際秩序重建 無效率的多邊化和治理碎片化，乏力解決全

球性問題。 

全球化組織 WTO WB/IMF等多邊組織 強化現有組織，但調整其運作；加上一帶一

路與AIIB 

特點/關注層面 效率規則制定與仲裁，降低交易成本，強化

市場機制 

全球化利益分配：包容、共用、創新、綠色

與其他。 

國家角色 遵循國際規範並一體化，轉變國家角色為負

向協調模式 

尊重國情差異，維繫「發展型國家」政府的

積極角色（正向協調） 

全球化利益分配 偏向跨國企業 重視所得分配與發展失衡，納入勞工、環境

等多元利益團體、中小企業利益 

全球化領導者的 

角色 

以美國等先進國家所主導的全球治理架構與

規則。 

更重視新興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多的發言權來

表達其利益訴求。 

全球化路徑 透過跨國企業供應鏈全球化布局 數位科技運用與短鏈革命 

貿易型態 跨國產業供應鏈分工、服務貿易 納入商品服務虛擬化、貿易過程數位化（目

前全球12%的商品貿易以國際電子商務方式

進行） 

貨幣 美元 挑戰美元的地位 

意識型態 華盛頓共識 北京共識-中國方案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一、中國現階段全球化各方面表現仍偏中段 

現階段若要檢視中國在推動全球化的能耐，客觀上可由其參與全球化的各方面表

現來觀察。本文以下將回顧幾項在國際評比具代表性的指標，觀察中國在參與全球治

理上的表現。 

1. KOF全球化指數（KOF Index of Globalization Worldwide）：KOF全球化指數由瑞士

經濟機構（Swiss Economic Institute）所公布，指數包括經濟互聯程度、社會層面的

全球化與政治全球化程度。該指數分別從經濟、社會和政治三個層面衡量全球化。

經濟層面涉及與國內生產總值相關的跨境貿易、投資和收入流的強度以及貿易和資

本流動限制的影響。根據 KOF 2018 年報告，泀針對全球 209 個國家與地區以 2015

年之表現進行評比，分別由經濟、社會與政治三個面向加權計算，全球化排名中較

高的是西歐、北歐等國。然中國名列全球第 87，排名中等，且較前次排名（71 名）

大幅退後 16名。 

 就排名結構而言，中國在經濟全球化指數和社會全球化指數分別排名在 148 名及

137 名，惟有政治全球化的排名為 14 名，突顯中國現行全球化表現多偏向於政治層

面，即包括在海外的使館數量、參與國際組織數量、以及自 1945 年後簽署的雙邊和

                                               

註 泀 引述自 Gygli, Haelg and Sturm（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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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邊協定數量等。然而在真正經濟行為的全球化如跨境投資與投資之表現，仍相對

落後。 

2. DHL全球連結度指數（DHL Global Connectedness Index）：德國郵政敦豪集團

（DHL）2016年發布了第四版的全球鏈結指數（Global Connectedness Index, GCI），

洰該指數基於對全球所有跨境的貿易、資本、資訊和人才流動性提供綜合評量，旨在

全面且即時地提供全球鏈結表現，其分析覆蓋 140 個國家全國性與地區性的數據資

料，同時涵蓋了深度與廣度兩個維度之綜合衡量。其中「深度」反映的是一國的國

際合作交流總量，而「廣度」則反映其地理分布的範圍。以 2016 年的報告顯示中國

在 2015年的排名為第 68，較前二年退後 3名，表現亦是中等。 

由上述二項國際性評比表現來看，中國的全球化各方面表現仍偏中段，尤其在經

貿、社會層面的全球化情況大幅落後。以趨勢來看，不論由 KOF 全球化指數或 DHL

全球聯結度指數，其排名均呈現逐年後退現象（見圖 2），顯示中國在全球化的實際表

現與其所宣稱的企圖心，似呈反向而行。 

圖 2 中國的全球化指數排名表現 

 

3. 但 MGI全球連通性指數（MGI Global Connectedness Index）對中國全球化的評比則

相對樂觀：MGI 全球連通性指數涵蓋商品、服務、金融和人員的跨國流動，以及構

成上述四流基礎的資料和通信流。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MGI）2017 年之報告指出，泍過去十年，資料的全球流動性成長迅速，增幅高達 45

倍，其對全球 GDP 的影響已遠超過商品貿易。此意謂，在全球化的結構下，公共事

務領域從國家領域擴及到全球領域，促使全球治理議題更受重視。在全球化的結構

下，通訊和運輸技術之發展進一步促進了人類社會的意見與價值觀交流，從而不斷

浮現新議題，使得全球治理問題層面上考慮更具多元與周延（Castells 2008, 78-

                                               

註 洰 引述自 DHL（2016）。 

註 泍 引述自麥肯錫全球研究院（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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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MGI 2017 年報告特別說明中國在資訊全球化方面的表現，認為其有機會在諸多領域

發揮主導作用，特別是在加速數位化進程方面，可引領國際合作建立數位標準、網

路安全以及人工智慧等領域。政策制定者面臨的挑戰在於找到一種既能維護全球化

的益處，也同時能消除其帶來的消極影響。鑑於過去全球商品貿易的加速發展，已

為中國經濟注入強大動力。評估指出中國現今製造業附加價值占全球比例已達 1/4，

攀升至 MGI 全球連通性指數第 7 位。其中商品、服務、金融、人員、資訊等連通性

在全球排名分別為第 4、16、4、82、38 名。同時這份研究也觀察了中國特定城市與

省分之表現，指出中國沿海省分如廣東在商品流動方面排名全球第 6，領先美國；

而上海與北京則在商品流動性方面超越了日本與義大利。 

4. 參與全球治理方面，中國已躋身前緣，根據《全球治理指數 2016 年報告》評估各國

對全球治理的參與度和貢獻度指出：泇全球化帶動人才、資金、文化等要素的跨國交

流，同時衍生一連串的全球性問題待有效治理。然而一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過程相當

複雜且能力有別，透過國家參與全球治理指數的掌握，有助於全面且準確地掌握一

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程度與狀況。此全球治理指數涵蓋 4 大評估指標：機制、績效、

決策與責任。中國於 4 大評估指標的排名分別為第 7、第 4、第 4 和第 5，而整體表

現高居第 4，僅次於美、法、英。 

根據前三項全球化指標評估結果顯示，儘管中國整體全球化表現仍然偏中段、連

結度尚有不足，惟在數位與資訊全球化方面，表現較為突出。預期中國可能積極運用

其在數位與資訊科技應用的優勢，結合其內需市場發展能量，強化改善其推動全球化

之能力與條件。但另方面，即使中國在全球化表現偏低，但其參與全球治理的水準卻

高達第 4。意味著中國的全球化模式確實有其特殊性，未必對應當前國際的慣有模

式，而是正試圖透過參與各種國際組織與其他如「一帶一路」等策略，倡導及推廣其

新型全球化主張。 

二、面臨國際壟斷資本與產業轉型瓶頸的挑戰 

中國欲推動新型全球化，也有其因應內部經濟成長及產業結構轉型需求的動機。

由於中國正面臨內部產業結構性改革的挑戰，亟需解決產能過剩、僵屍企業、產品技

術涵量不足等問題，此亦是中國自 2015 年力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原因。再

加上中國資源短缺與環境生態嚴重惡化，唯有提高技術水準與創新能力，才能降低資

源消耗及保護生態環境，達到可持續發展。在此前提下，中國在全球化面臨的主要挑

戰，在於如何讓改革與成長雙雙並進，關鍵就在於如何提高技術與管理，改進資源的

分配效率，達到驅動生產力的有效提升。 

根據王小魯（2000, 48-53）的估計，中國在 1979~1999 年的實質經濟成長率為

                                               

註 泇 2016 年 9 月由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研究院、中國外文局對外傳播研究中心、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共同發

布（全球化智庫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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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其中要素累積的貢獻率為 6.8%，顯示出該段期間帶動其經濟成長的主要貢獻來

自於生產要素的增加。來自資本投入的成長對經濟成長貢獻率比改革前提高一倍，由

2.6%上升到 5.1%。而來自勞動力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度在改革前與改革時期都約在

0.8%。人力資本的累積在改革期間的平均成長速度為 4.7%，甚至還比改革前降低

0.7%，且在 1990 年代明顯放慢，成長率只有 2%。顯示改革期間，經濟成長主要來自

資本累積，勞動力與人力資本的貢獻反而逐年遞減。同時在 1979~1999 年期間，總要

素生產力提升對經濟成長的貢獻，比改革前增加 1.6%。其中生產力的提升主要是源自

生產資源的分配效率（allocational efficiency）提升，這說明產業生產技術與管理因

素，對經濟成長力道具顯著影響。根據（王小魯 2000, 48-53）的估計，往後 20 年

間，中國勞動力成長率逐漸下降，但透過技術進步和結構調整，將可提高 0.9%的生產

力，藉此維持經濟的穩定成長，而這正是中國大力推動製造強國戰略的主要原因。 

就中國推動全球化而言，一方面延續其「走出去」戰略爭取技術移轉，另一方面

也創造有利消化過剩產能，促進產業結構轉型。不論是始於 1999 年的「走出去」戰

略，中國企業除了進行海外投資，同時也肩負有海外技術搜尋之任務。到後續 2013 年

之後，該戰略逐漸融入「一帶一路」倡議中，目標是為國內產業（尤其是產能過剩產

業）創造有利的外部條件，即透過海外產能合作進行技術與服務輸出，形成拉升國內

產能升級轉型的外在動力。進一步而言，在中國開放市場與走入全球化後，面臨的競

爭加劇，技術進步和創新成為其經濟成長的決定因素（童振源  2004, 31-73）。 

另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不斷加速內部經濟體制轉變，並引進跨

國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s）投資。儘管全球化給中國的發展帶來契

機，但不可否認國際資本主義也給中國造成相當壓力，除貧富差距拉大外，亦帶來產

業壟斷的威脅。先進國家的跨國公司控制和支配全球貿易、投資和技術發展，呈現壟

斷資本並形成實質的全球影響力。隨著中國加入全球化，具國際壟斷資本能力的跨國

公司也將中國納入其全球外包供應鏈的一環，並展現支配權力。尤其當前以資訊科技

為核心的全球趨勢下，更有利於國際壟斷資本的發展，其速度和規模上都達前所未有

的水準。 

對應於國際壟斷資本進入中國市場的挑戰，中國為提升其產業鏈在全球價值鏈中

的地位，需將重點放在發展先進製造，同時藉由設定經貿規則、促進產業自主，方能

強化國際競爭力，提高自主創新能量。在此過程中，將優先聚焦本土自主產業生態體

系，並培育各領域的頂級本土企業。當前中國企業進入全球前 500 大的數量，已於

2012 年首度超越日本，亦己逐漸追上美國（圖 3）；同時也是過去十幾年唯一上榜企業

數量持續成長的國家。但這些企業大部分多為國企所主導，並集中在能源、房地產、

貿易等傳統企業，顯現其仍停留在工業化或後工業化的轉型階段，較少有高科技或服

務業進入。長期來看，中國仍將持續以政策扶植優勢企業，推升其在全球供應鏈上國

際分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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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002～2017 年 500 強主要國家上榜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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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整理自 Fortune 500，引述自財富雜誌（2017）。 

易言之，中國推動全球化面臨如何在開放促改革的同時，提高資源的有效分配與

運用，其中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必須同時進行，在淘汰低效率產業之餘，能否有效培

育其優勢企業，對應國際壟斷資本，達到突破技術及創新能力限制並促進新興產業的

成長，將是中國推動全球化主要挑戰之一。 

三、「一帶一路」倡議亦面臨發展中國家疑慮 

本文所探討的新型全球化主要鎖定中國的經貿全球化層面，也就是透過經貿發展

來包裝其外交與對外戰略，那麼「一帶一路」及亞投行就是近年來中國最具代表性的

戰略實踐。回應前揭所提全球化與全球治理，中國針對「新型全球化」提出其「中國

方案」，指出在當前全球化下已衍生各種問題，突顯各國的國內治理能力未能有效搭

配，同時全球治理的相關規則和手段尚有缺漏或未能補足。此論述意味著中國主張現

今「全球治理」模式應隨著全球化意涵的不同而有所轉變。因此現階段中國提出其全

球治理方案的動機，有著推廣自過去 40 年改革開放與全球化的累積經驗與成果，對應

先進國家全球治理的不足；同時，藉由大舉提供區域甚至全球「公共產品」提升其國

際影響力。具體而言，中國提出全球治理方案策略主要透過「一帶一路」，在特定區域

裡提供更大比例的公共產品，用以維繫中國與沿線國家持久的合作，更有助於產生內

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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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上中國對外經貿戰略之選擇，多兼採利用（ exploitation ）與探索

（exploration）二種策略，「一帶一路」強調的是前者，目的在利用現有技術，將過剩

產能向外拓展；推進歐、亞、非市場，同時也利用亞投行與絲路基金的金融支持，提

升區域影響力（沈榮欽 2016）。由中國此一系列作為，可觀察中國在大國崛起之後，

已由過去的「中國夢」走向「亞洲夢」。由內向的經濟升級走到向外經濟擴張，一個以

中國為核心的「亞洲版」新戰略構想，正企圖影響世界政經版圖。 

策略上，中國透過「一帶一路」拋出一個又一個的經濟合作誘因，系統性地提供

規模龐大的市場、資金與技術。中國的意圖相當明確，即透過經貿合作淡化主權爭

議，因此中國近年不斷推進國際區域和次區域合作，加快與周邊國家商簽「睦鄰友好

合作條約」，均在外交領域中融入大量經貿元素。 

但就成效來看，周邊國家與中國之間的交往，仍以經濟獲利為核心目的，卻並未

因此對崛起的中國在政治上降低疑慮。Wong（2015）指出「一帶一路」長遠來看，將

有助於傳播與發展所謂的「北京共識」，並因應現有「華盛頓共識」的潛在競爭。

Szczudlik（2016, 1-8）預期「一帶一路」倡議將形成若干個巨型「大陸橋」，聯通亞洲

不同地區的優勢。對東南亞地區發展而言，「一帶一路」可能促使南亞，中亞和西亞整

合成為一個巨大的經濟實體。中國「一帶一路」最終目的在於建設亞歐間的經濟橋

樑，因此對其安全戰略而言有其意義。而 Enright（2016）等學者指出，「一帶一路」

倡議除既定目標外，仍有許多其他未闡述的，甚至被否認的重要目標，包括加強其能

源安全，擴大國內產能過剩產業的海外市場，提高中國企業競爭力，增強其軟硬實

力，擴大對外經濟和地緣政治影響，改變亞洲區域的權力平衡，以提升其大國地位。 

綜合上述，「一帶一路」可視為中國對外展開經貿規則博弈的戰略平台或承載工

具。中國主要依據「符合自身利益的經貿投資規則與標準體系」，在戰略行進過程中，

逐漸將這套規則與系統廣泛應用到「一帶一路」區域範圍。另，透過海外基礎設施的

互聯互通，有助中國在主導相關技術標準體系之建立，進而向外輸出全球治理的新型

規範，形成能影響全球經貿秩序發展的國際慣例，藉以深入參與全球化經貿規則的重

構過程，爭取國際經貿投資規則和標準制定的主導權。 

區域性戰略上，中國透過「一帶一路」與廣大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進行多層

次合作，以緩解彼此在新一代經貿規則所面臨的外部壓力，並發揮經濟和貿易大國的

影響力，構建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區域性貿易體制。一方面擴大中國對外開放程度，

使內部能逐漸順應新一代國際經貿規則；另方面則擬建立一套相對符合開發中國家利

益的區域性貿易體制，使其成為國際經貿秩序的重要補充，提高中國掌握國際經貿規

則制定權的機會。然而就中國的「新經貿戰略」盤算來說，經濟利益層面或許達到

「雙贏」、「互利」、「共同發展」目標。但就外交利益來說，目前成效仍相當有限，甚

至可能招致負面效應。尤其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諸如南海爭議及中資大舉併購等作

為，都加深了週邊國家對中國的疑慮。 

職是之故，中國推動新型全球化的策略，雖主要基於但並不僅限於「一帶一路」

倡議。意即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管道與路徑日趨多元，可追溯至中共十八大以來，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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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綜合試點試驗、打造自貿試驗區；乃至 2014 年參與 APEC 領導

人北京會議，啟動亞太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 FTAAP）進

程；2016 年 G20 杭州峰會，推動 G20 從危機應對向長效治理機制轉型。2017 年「一

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為區域發展奠定合作之路；及至同年 9 月的廈門金磚國

家峰會，再提出國際合作新模式等。前揭種種作為亦可視為推動新型全球化的「中國

方案」之一，其策略包含對內與對外，跨越國際政治、外交、經貿等層面，均可用以

彌補或助益於「一帶一路」倡議在國際上的推動進程。 

四、美中貿易爭議，挑戰「中國製造 2025」與陸企全球化 

最後，中國要推動全球化的一項主要挑戰是，如何化解與現有的經貿體制接軌的

諸多矛盾。中國自 2001 年加入 WTO 之後，迫使其必須按照 WTO 規則進行經濟體制

改革，中國必須學習如何在制度上提供對外開放的穩定性和可預測性，跟 WTO其他會

員國一樣服從相同的經貿規則，而此種規則的一致性及其衍生的生產環境趨同，無形

中加快了中國參與全球產業分工的進程（桑百川 2011）。因此在全球化過程中，中國

的經濟體制要如何減少與全球經貿規則的衝突成為重大挑戰，尤其是應對主要經貿大

國如美國的要求。 

中美之間早於 2008 年開始洽談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早期並未取得實質性突破，直到 2012 年，才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期間重啟談

判。2013 年，中方承諾以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方式同美國開展投資協定談判。

2014 年 7 月，雙方達成共識，將爭取 2014 年完成投資協定的文本談判，2015 年啟動

負面清單談判。2015 年 3 月，中美 BIT 經過 7 年長跑，歷經 19 輪談判，終於完成文

本協定。同年 6 月，談判進入新階段，雙方首次正式開啟負面清單談判。由負面清單

內容來看，中方將重點擴大服務業和一般製造業開放；美方列舉了關鍵基礎設施、重

要技術、國家安全三項，但對此均尚未有定義。同時截至目前，中美 BIT 仍未就負面

清單內容具體達成共識。 

而近年，全球情勢受 2008 年金融風暴衝擊，曝露了全球化和資本主義的缺陷，失

業問題及貧富差距擴大成為各國遺患，同時經濟危機也誘發了種族矛盾、宗教衝突及

反移民浪潮，從而帶來嚴重的社會衝突，又給危機中的經濟火上添油。全球各地民粹

主義及經濟民族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興起，英國脫歐，美國川普（Donald 

Trump）上台，疾呼「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更於 2018年挑起一連串美中貿易爭

端，包括 2018 年 4 月，美國政府提議對中國價值約合 500 億美元的貨品課徵懲罰性進

口關稅，同時擬嚴格限制陸資企業對美投資，並指責中國長期從美國公司竊取核心技

術，指稱中國在高科技服務領域，對美國企業形成不公平市場限制。為此，中國政府

也反擊對美產品提出一系列報復措施。遂使中美兩國摩擦逐漸升溫，引爆點正是高科

技產業領域。然而美國現今的作為也被質疑可能將使其脫離全球領導地位，並為其他

國家創造重塑國際體系的空間，特別是中國的影響力可能會提高（Elchengree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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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國端來看，值得關注的是美國針對個別中國科技企業進行制裁，目的是藉此

減緩大陸高科技的發展速度。2018 年 4 月初，美國商務部下令 7 年內禁止美國公司向

中興通訊出售產品，指稱中興通訊違反早先美國制裁北韓和伊朗的條款。而華為與

AT&T 的合作案，擬於美國市場銷售其高階智慧手機也遭遇破局。另，包括美國財政

部正設法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服務貿易投資。例如中共要求亞馬遜和微軟等美國公司在

中國推動雲計算等業務，要求必須與陸企成立合資公司並轉移技術。為此，美國擬比

照禁止或限制阿里巴巴集團在美國提供雲計算服務。 

再由中國端來看，自習近平主政以來，實施「中國製造 2025」的製造強國戰略，

藉以提高製造業創新和工業基礎能力。並透過陸企海外大量併購，企圖爭取製造強國

與國際領導地位。近年來已有效提升中國科技廠商的競爭力，並威脅先進國家產業的

領先地位。特別是，中國產業政策的核心所在強調「自主可控戰略」。沰所謂「自主」，

強調的是關鍵技術、基礎技術領域的自主研發能力和智慧財產權；而「可控」則強調

的是對應於產業的「安全」控管。簡言之，中國「自主可控」觀點，係由國家安全角

度出發，特別是爭取在關鍵供應鏈上的掌控力與發言權。致力於建構中國本土的自主

產業生態體系，並力圖培育各領域的頂級本土企業。 

同時自十九大習核心確立以來，中國逐步形成「黨、政、企」三位一體的企業競

爭模式，在國家資源挹注下，協助企業超越本身科技的發展侷限，培育其自主生態創

新體系，企圖形成一批「高專特精」優勢企業，爭取全球市場競爭的主導權，並形成

中國相當鮮明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正如龍永圖（2017）指出，泹其認為現在的中國尚

未有足夠力量引領經濟全球化。在科技方面，雖然中國現在少數領域已處在世界領先

地位，但和先進國家相比仍有相當大的差距。在載體方面，雖然中國進入五百強企業

越來越多，但是核心競爭能力不足，再由產業鏈分工來看，中國現階段多數仍處在產

業鏈中低端，要想全面進入重要產業鏈的高端領域，還需很長時間。 

總而言之，中國由改革開放近 40 年來，雖然經濟成長傲人，奠定了大國崛起的基

礎，但其內部改革和對外參與過程中所遭遇的挑戰卻是愈來愈嚴峻。尤其推動「一帶

一路」縱然有助於中國企業走出去與爭取國際經貿發言權，然而隨之而來的地緣政治

與金融風險問題，也成為現階段中國政府難以迴避的核心問題。加之中國對應國際要

求其履行參與 WTO等國際組織，實行開放國內市場與經貿自由化等承諾，亦為另一挑

戰。 

伍、中國推動「新型全球化」的優勢與路徑選擇 

固然中國在參與全球化過程中面臨許多挑戰，但仍不可忽視其推動「新型全球

化」所具備的優勢。中國改革開放後，由生產製造代工、加工的「世界工廠」模式，

                                               

註 沰 該用詞源自 2015年國家製造強國建設戰略諮詢委員會（2015）。 

註 泹 龍永圖為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主席、前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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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出中低階製造業生產能量，並實質帶動中國經濟的全面改善。其個人所得顯著提

升，進而累積內需消費能量，逐漸有能力朝「世界市場」方向轉型。2018年 11初中國

舉辦的首屆「國際進口博覽會」，即有昭顯其在全球化角色與定位轉型的意圖。茲將各

項優勢列舉如下： 

一、城市化發展和內需成長動能 

首先，中國正致力於由「世界工廠」轉型向「世界市場」，於「十三五」規劃核心

目標即是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 2020 年 GDP 和人均收入要比 2010 年成長 1 倍，憑

藉的即是民眾所得提升後所帶動消費力道增強。依據聯合國指出：東亞和南亞是當前

世界上最具經濟活力的區域，區域 GDP 成長為 6%，高於世界其他區域（約為 3%）；

僅中國 2017年對全球的經濟貢獻就達到三分之一（United Nations 2018）。 

儘管近年來中國經濟成長放緩，但其內部消費力才正要爆發。由於中國早期的經

濟發展是建立在儲蓄、投資與出口三方面，並因此得以迅速累積財富打造基礎建設。

但這種發展模式已面臨轉變，經過前一波高度的經濟成長，中國無論在家庭收入、可

支配所得成長率和高額儲蓄率各方面，都具備有得以轉型為消費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

（McKinsey 2015）。歸納 McKinsey 對中國內需消費成長保持樂觀的幾個原因是：第

一，從 2000 年到 2010 年，中國經濟規模擴增兩倍，消費支出也從 6,500 億美元增加

到 1.4 兆美元，其消費支出成長速度快於其他任何國家。第二，中國 2015 年民間消費

規模為 4.2 兆美元，已是僅次於美國的全球前二大消費市場。若實質 GDP 保持 5.5%，

及至 2020年將達 6.5兆美元。 

而帶動中國消費內需的關鍵條件是龐大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國家統計局數據顯

示，2017 年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 25,974 人民幣，相較其他金磚國家高出甚多，

顯示中國人民已逐漸脫離只求溫飽的階段。若再按照中國「十三五規劃」目標，到

2020 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倍增）。而要達到此一政

策目標，初估人均可支配所得年均成長要超過 6.5%，到 2020 年人均可支配所得要達 3

萬人民幣，方能達到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水準。 

二、服務外包能量提升 

近年中國的服務外包國際競爭力快速提升，自 2014 年起，已位居全球第二大服務

外包承接國。根據中國商務部服貿司資料顯示，泏 2006 年至 2016 年，中國服務外包執

行金額從 13.8 億美元增至 1,064.6 億美元，年均成長率達 54%；服務外包企業從 500

多家增至近 4 萬家。其從業人員近 900 萬人，其中大學以上學歷者 551 萬人，是其高

學歷人才集聚最高的產業。2017 年中國離岸服務外包占新興服務出口的比重達到

                                               

註 泏 引述自人民日報海外版（2017）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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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對服務出口成長的貢獻率達到 46%。泩 

就服務外包項目而言，由最初從承接跨國公司的代碼（code）編寫、軟體測試等

非核心業務開始，已逐步向 IT 諮詢、資料分析、研發設計等高附加價值業務發展。同

時隨服務外包產業的快速發展和國際需求的提升，中國服務外包企業的業務發展逐漸

從單一化擴及多元化，預期帶動新一波新興服務產業，如雲計算、大數據（big data）、

移動互聯（Mobile Internet）等技術的快速普及應用，推動中國服務外包產業向價值鏈

高端延伸。 

三、網路新零售發展快速 

參考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 2017 年全國網路零售額達到 7.18 兆人民幣，較上年同

期成長 32.2%，也較上年提高 6 個百分點。泑其中，實物商品的網上零售額達到 5.48

兆元人民幣，成長 28%，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為 15%。此對應出，中國現是

全球網路零售最大市場，其規模約為緊隨其後的六大電商市場（美、英、日、德、

韓、法）的總和。而此種網路零售方式，也大幅改變了中國新型態的內需消費模式。

從 2017 全年數據來看，中國城鎮消費品零售額 31 兆人民幣，比上年成長 10.0%；鄉

村消費品零售額 5 兆人民幣，成長 11.8%。農村消費的增幅甚至超過了城鎮消費，突

顯出如阿里巴巴、京東商城、蘇寧易購等網絡平台致力於推動農村電商之故，也由此

更大幅度提升了中國龐大尚未開發的農村消費動能。（麥肯錫 2017） 

值得注意的是，於美國與印度外，中國積極發展數位平臺，且正利用平臺的力量

迅速創建大規模市場。預期到 2020 年，中國和美、印將成為全球平台經濟中的主導力

量（埃森哲與 G20 青年企業家聯盟 2016）。而中國企圖促進甚至主導跨境電子貿易的

法規建置，具體顯現在阿里巴巴於 2016 年 G20 杭州峰會上提出全球電子商務平台

（eWTP）倡議。eWTP 是由私部門主導和相關利益團體的共同倡議，旨在促進公私部

門對話以育成電子貿易（electronic trade, eTrade）規範，並為跨境電子貿易發展創造更

有效率與效果的政策和商業環境。在作法上，eWTP 將根據產業標準和規則，推動法

規和海關通關流程簡化，提升對消費者的權益保護，降低關稅水準，調和租稅規範，

發展網際網絡和物流基礎設施，以及促進貨物、金融和數據的流通。eWTP 亦將推動

並分享最佳做法（best practices），例如發展高效能的基礎設施，推動如跨境電子貿易

中心和試驗區，給予智慧物流，融資和新興市場的技術援助，以期影響政策制定和促

進包容性（inclusive）跨境電子貿易模式。炔 

                                               

註 泩 引述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18）新聞發布。 

註 泑 引述自國家統計局（2018）新聞發布。 

註 炔 引述自 eWTP（2018）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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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數位優勢：人工智慧商業應用已有基礎 

《中國人工智慧創新應用白皮書》指出，炘中國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企業的發展在全球處於優先地位；金融、汽車、醫療和零售將是受 AI 影響最大、

同時最具成熟發展基礎與市場應用潛力的傳統產業，製造、教育和通訊產業也值得關

注，並預估 2025 年全球人工智慧市場規模將達 30,610 億美元。而中國國務院公布

「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的通知」炅也預計至 2030年，大陸 AI核心產業規模將超過

1兆元人民幣，帶動相關產業規模超 10兆人民幣。 

全球 AI 企業主要分布在中國與美、歐等少數國家與區域。美國於 2000~2016 年累

積新增 AI 企業數有 3,033 家，占全球累積總數的 37.41%；中國占 18.22%，歐洲占

18.88%，合計占全球總數的近 75%。炓高盛（2017）指出，中國龐大的人口正是其發

展 AI 的優勢條件。中國在人才、政策、基礎設施，以及因人口紅利形成龐大的互聯網

數據方面，都有極大的優勢。而領英（LinkedIn）（2017）公布，中國 AI 領域專業技

術人員總數逾 5 萬人，排名全球第 7。綜合以上資料，中國可望為其 AI 發展提供巨大

空間，廣泛且完整產業結構為 AI 的應用提供更寬廣的市場，尤其看好其互聯網技術在

大陸農村及城市的加速應用，以及政府帶動 AI 初創公司蓬勃發展的措施。其中，中國

互聯網 3 大企業：百度、阿里巴巴及騰訊，以及京東等科技龍頭，正在迅速整合其自

有技術，向全世界爭奪 AI人才。 

故綜合上述論點，中國所推動的「新型全球化」的優勢條件，主要展現在其人口

與都市化的龐大內需消費動量，以及結合新型態網路、資訊、AI 等商業數位化與科技

等優勢，有可能以一種全新模式展開其新型全球化。歸納其「新型全球化」優勢條

件，有其跳脫原本以代工外向型經濟體發展模式的意涵。即轉變其參與全球化的發展

模式，超越以產業國際代工和服務外包汲取全球市場的龐大利益，轉著力於發掘與運

用其高端消費內需市場潛力，成為「新型全球化」新興驅動力。其優勢在於有助於降

低來自外部的可能衝擊外，亦有助爭取新領域的經貿規則制定權與訂價權。其中，中

國恃其人口基數衍生的大數據優勢，預期結合 AI 技術發展與新零售平台等相關領域發

展，可迅速取得有效成果，對照於近年來，中國新浮現優勢企業大多聚集於互聯網企

業，亦印證此一趨勢。 

陸、結 論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與積極參與全球化有關，其國有計畫體制與市

                                               

註 炘 引述自中國人工智慧學會與國際研究機構（2017）。 

註 炅 引述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17）網站。 

註 炓 引述自烏鎮智庫（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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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經濟架構的並行運作，雖於短期發展取得耀眼成果，但也面臨現有全球化的多種弊

病，使得成長難以維繫的窘境。在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一反過去於全球事務的低調

態度，轉而積極主導區域治理，甚至延伸至參與全球治理，藉以突顯其大國崛起的形

象。同時主動於國際多邊體系中突出其角色，並同時推動「一帶一路」等倡議，積極

於各式的國際場域推動「新型全球化」，頗有接續歐美等先進國成為全球化推手的氣

勢。本文討論內涵包括：首先，對比現行全球化的多元面向，藉以探討中國倡導「新

型全球化」的新內涵。進一步著眼於中國實施「新型全球化」的戰略，可能面臨的矛

盾與挑戰。最後，本文運用有關全球治理的客觀指標，分析中國推動「新型全球化」

的表現和優勢條件。大致而言，本文的主要研究發現如下： 

本文探索「新型全球化」的內涵方面，認為中國將其重要的國家利益實質嵌入其

「新型全球化」作為。目的係維繫當前全球化發展格局，避免「反全球化」的逆襲，

藉以維護其受惠於全球化利益的基本格局。整體而言，中國提倡的新型全球化內涵與

其十八大的深化改革面相通，有其推廣「中國方案」的意涵。中國雖然倡議矯正全球

化所衍生的缺失，解決各種所得分配與發展失衡問題。但其中更有濃厚強調「發展型

國家」的政府角色，主張政府公權力的積極介入，並用以論述其維繫關鍵國有資本體

制運作的合理性。由此可理解中國「新型全球化」有其特殊內涵，係屬具有中國特色

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模式。 

本文進一步分析中國推動新型全球化可能面臨潛在的主要矛盾與挑戰：首先，儘

管中國的全球化在多方面表現仍然偏低，但參與全球治理的排名反而在前，此一矛盾

顯示中國的全球化模式並未依循傳統作法，但展現出高度參與的企圖心。其次，中國

在全球化下面臨國際壟斷資本與產業轉型瓶頸的挑戰，一方面需持續開放促改革以提

高資源的有效分配與運用，另方面需推動技術進步使產業升級和結構轉型，各種如

「中國製造 2025」政策資源正積極培育其優勢陸企，尋求突破國際壟斷資本跨國企業

的封鎖。預期後續美中等頂尖企業國際合縱連橫以競爭全球產業的主導權將更為激烈

與白熱化。產業科技戰是美中貿易戰的核心爭議，也將牽制中國推動的全球化進程。 

進一步而言，中國由改革開放近 40 年來，雖然經濟成長傲人，奠定了大國崛起的

基礎，但其內部改革和對外參與全球化過程中所遭遇的挑戰卻是愈來愈嚴峻。尤其中

國以「一帶一路」具體落實其新型全球化倡議，企圖爭取展開與發展中國家的多層次

合作，構建一個以己為中心的區域性貿易體制，反映出新型全球化包裹其大國崛起與

爭取成為發展中國家領導者的企圖心。但推動「一帶一路」成效卻未如預期，縱然經

貿面有助於中國企業走出去與爭取國際經貿發言權，然而伴隨的地緣政治與金融風

險，也成為現階段中國政府難以迴避的核心問題。 

本文也認為中國推動「新型全球化」有其特殊優勢如下：中國享有全球第二大經

濟規模，且貿易規模居冠，同時中國製造業生態系統容納包羅多元的製造商與供應

商；其龐大的製造業已為全球價值鏈不可或缺的部分。其中，中國服務外包規模已為

全球第二大。此刻中國正致力於由「世界工廠」轉型向「世界市場」，憑藉的是內需市

場的消費成長動能。再加上中國於新型數位科技具有應用優勢，足以強化其全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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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能；創造出強大的平台經濟，再如中國 AI 商業應用已有基礎，以上這些優勢均可望

成為中國推動「新型全球化」的有力條件。 

最後，中國於 2001 年加入 WTO 後正式進入以資本主義體系為主的全球化後，其

綜合國力實力與對外影響力日益擴張，全球不時籠罩「中國威脅論」的氛圍。尤其自

2008 年爆發金融危機，歐美國家對於國際市場的影響力下滑，也成為中國積極參與全

球化治理和爭取國際經貿發言權的重要契機。中國由早先提出與美共建新型大國關

係，到如今推動新型全球化倡議，漸有宣示在全球經貿舞台上與美分治的意味，對現

今的美中關係而言，反應的正是美國推動傳統全球化與中國推動新型全球化激起的火

花和潛在衝突。 

總體言之，本文試圖整合多元研究角度，就中國推動新型全球化的方案提出論述

和評析觀點。架構上，雖延續中國經濟崛起與「全球化」觀點進行探討，但跳脫傳統

架構侷限於分析有關中國面臨國內外環境等因素，主要探索中國「新型全球化」的轉

型需求與策略動機。本文重心並非探索全球化的定義與起源，而是客觀地以多元量化

指標與數據，分析中國推動全球化的能量與條件，以及參與全球治理的內在動機與可

選擇的路徑。另，中國所倡議的新型全球化爭取轉變現有全球化格局，推動期間亦將

陸續面臨內外在的矛盾與挑戰，研判後續「新型全球化」的內涵與策略仍會不斷修

正，值得相關研究進行長期的追蹤與探討。 

 

 

 

* * * 

 

 

 

（收件：106年 12月 13日，接受：107年 10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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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a-Hsuan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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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China has become more aggressive in 

promoting its globalization at various international events, highlighting the 

shift from its passive participation to the initiatives. China’s “neo-

globalization” initiatives depart from the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in many 

dimensions. Set against the above backdrop, this study mainly focuses on the 

economic and trade issues, and begins with exploring the insides and appeals 

of neo-globalization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It further analyzes neo-

globalization’s possible challenges and limits in China with quantitative 

evidences. Finally, China’s relevant advantages for promoting neo-

globalization are outlined to explore the strategic choices and possible 

outcomes. 

As suggested by this study, neo-globalization can be regarded as a 

globa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motivation for China to 

promote neo-globalization is not only to keep globalizing the economic 

society but also to maintain its self-interests derived from engaging in the 

globalization. Neo-globalization mainly aims to overcome the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s weakness, in particular, the imbalance of cross-country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eo-globalization with the 

“China’s solution” suggests the state plays a more aggressive role like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which may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tate-

owned capital institution. In achieving neo-globalization, China perform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or driving the cooperation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highlighting its leadership rol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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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ally, it is controversial that based on various statistical indicators, 

China’s ongoing globalization ranks comparatively low. Accordingly, this 

may be a barri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especially the developing world, 

to echo China’s neo-globalization initiative. In paving the way for promoting 

neo-globalization, China at least may rely on the scale of domestic demands 

and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Keywords: China’s Solution, Neo-Globalization, the Belt and Road,  

Developmental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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