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上沒有任何事是一成不變的。國際
格局更是如此。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

後的冷戰兩極格局到蘇聯解體之後的多極化
發展，不少西方學者認為時代和歷史已經終
結了。這種終結的標誌便是西方的民主模式
確立起了權威性與道德性。而東歐劇變之
後，東歐國家爭相加入北約和歐盟似乎也印
證了這一看法。在歐洲一體化的大潮中，一
切似乎顯得理所應當。但是，伴隨英國脫歐
掀起的「黑天鵝」熱潮，人們似乎對前景又
有了新的認識。在這種背景下，《全球大變
局》顯然是一部頗為值得閱讀的著作。

福利主義令西方中心衰落
在《全球大變局》一書中，作者對西方社

會的批判是顯而易見的，也是非常深刻的。
西方社會最為引以為傲的乃是其民主體制。
但是作者卻認為，越來越多的人發現，西方
社會的財富很可能在幾十年之內就被揮霍一
空。從某個意義上說，這是對社會福利主義
或是高昂的公共財政開支的一種警示。而歐
洲債務危機的發生其實也在某個程度上佐證
了作者的看法。作者非常深刻地指出：越是
在因為成功而不可一世的西方國家，改革的
呼聲便越高漲。我們可以認為，這其中也一
定包括美國。
在作者看來，西方的民眾質疑西方領導人

的領導資格，以及他們的執政方式是否真
確，甚至他們是否在動搖西方兩百多年來的
民主根本。在作者看來，西方的民主有變成
滿足私慾的危險，不同群體追求的乃是自身
利益的最大化；而歐洲的公民希望政府為他
們編織一張福利主義的大網。作者認為，幾
乎人人都認識到西方的制度出了問題，為了
可持續的發展，也必須進行改革，但是改革
意味利益的再分配。因此，一旦涉及到利益
的重整，任何改革也就只是口號，而無法落
實，最終也就偃旗息鼓了。
作者指出，西方的民主政治，乃是以投票

為核心。但是投票不僅僅是一項權利，同時
也是一種需要承擔的責任。作者指出，每一
個西方國家的國民都有選舉權，但卻並非每
一個西方國家都能夠為國民提供完整的政治
教育。這種政治教育便是強化責任的意識。
或許，正是因為民主體制運行中出現的問
題，作者直言西方的選民們在一定程度上厭
倦了政府的投票，對政府的支持也創下了新
低。例如在美國，政府的選民支持率只有百
分之二十六左右。
可以說，作者上述對西方社會的分析和論

述，非常精準地剖析了歐
美社會面臨的困境。從這個
意義上說，也就不難理解為
何會出現英國脫歐以及美國大
選的意外結局。畢竟，選民厭
倦了政客的空洞說辭，對現行體
制也充滿了強烈的不滿。

逐漸壯大的南環經濟帶
作者在《全球大變局》一書中重點

研究的對象乃是南環經濟帶。這個經濟
帶，包括了拉美地區、中東地區、非洲、
亞洲，中國、印度等大國均在其中。一言以
蔽之，這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組成的經濟帶，
是與歐美國家相對的南方市場。所以作者認
為，全球的經濟重心已經開始南移。這種移
動或許不為一些歐美人士所樂見，但是卻是
一個無法迴避的客觀過程。
在作者看來，南環經濟帶諸多國家已經開

始了一個大開放、大發展的過程，這個過程
已經掀開了簾幕，解開了全新的世界格局畫
面。在這一過程中，這些南方國家顯得越來
越樂觀，也越來越自信，對自身在未來的發
展潛力也頗有信心。書中提到，到了2025
年，世界將會是一個多極化的格局，無論是
發達經濟體還是新興經濟體都會具有非常大
的影響力，而主要有三個趨勢：首先是全球
發展的天平將由發達經濟體轉向新興經濟
體；其次，是新興市場的公司成為全球商業
的重要力量；再者是國際貨幣制度將會演變
為多種貨幣體系。
毫無疑問，這種格局是巨大的。以東南亞

國家聯盟為例。作者指出，東盟成立了五十
年左右的時間，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並沒
有什麼影響力。但是到了2013年，東盟的總
人口達到六億，總的國民生產總值達到2.4
萬億美元，在全球排名第七，也是僅次於歐
盟、北美和中國的全球第四大出口地區。書
中引用數據表示，未來二十年，東盟將是消
費增長最快的地區，到了2025年，這個數字
可能還要翻一番。
這與西方中心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作者

認為，西方世界在自詡為宇宙通行的價值觀
和正義守護者時，南環經濟帶的許多新興市
場已經開始了改革的進程。這些經濟體基於

自身的本土歷史和文
化，為自身的未來奠定基
礎，他們不受西方的驅使而是相
互扶持，而且可以自力更生。所以，歷史在
此處並沒有終結。

歷史的總結與未來展望
毫無疑問，《全球大變局》一書帶來的思

維是耳目一新的。這本書寫於英國脫歐、美
國總統大選之前，但是卻對西方政局有着非
常深刻的洞見。從這個意義上說，《全球大
變局》是對西方近二十年發展歷史的一次系
統性總結。同時，作者因為具有遊歷東方的
經歷，所以對中國、亞洲乃至拉美地區也有
較為全面的掌握。對未來南環經濟帶的分析
也極為到位，可以說是對未來局勢的一種預
測。
如今，貿易保護主義和反全球化的思潮在

西方社會急速蔓延，而且已經深深影響到了
公共政策層面。從這個角度上看，如今的中
國已經逐漸成為全球化的旗手和主力，在未
來的變局中如何強化自身的定位、發揮自身
優勢，也將是一個非常重要和關鍵的課題。
一切發展都不是偶然的，在任何現實的結果
中，總會蘊藏歷史的脈絡與痕跡。這一點，
從《全球大變局》一書中可以得到非常明確
的訊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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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總統一紙禁止七個伊斯蘭國家
公民入境美國的行政命令，引起全球嘩
然，這也在某個程度上預示美國將走向
閉關和貿易保護的老路，這是美國新總
統的執政綱領，同時也是民粹和反全球
化的一次突出表現。這一事件在美國引
發了民眾抗議和司法訴訟。更為引人矚
目的是，代表美國新科技產業的谷歌、
微軟、蘋果等公司紛紛向審理入境禁令
訴訟的法院提交文件和聲明，指出禁令
將影響公司營運。

毫無疑問，入境禁令是在全球化帶來
衝擊的背景下發生的。《全球大變局》
一書的作者似乎對此早有預見。在這本
書的結語中，作者提及，美國是世界上
移民流入最多的國家；美國的創新成果
中，五成乃是由佔人口總數百分之十二
的移民創造的；熟練的技術移民彌補了
本國勞動力的不足。發達經濟體，需要
更多的移民流入，才能夠保持健康的勞
動供養比例。所以，作者在書中告誡當
時的美國執政者：必須敞開國門，而不

是關閉它們。作者更加深刻地指
出，西方的民主精神需要被重新
激活，這種激活乃是要讓西方擁
有具有長遠眼光的領導者、防止
西方民眾墮入短期選舉利益的陷
阱。
對照目前的現實，作者兩年前

的告誡似乎頗具有現實性和預見
性。閉關，無法解決一個國家的
問題；全球化中遭遇的問題，也
只能夠在全球化的格局中解決。

《全球大變局》一書有相當大的篇幅乃
是講述和分析作者對中國發展的觀點與看
法。作者在書中提到，中國擂起了戰鼓，
越來越多的南環經濟帶國家跟隨其後。作
者認為，雖然不同的中國人對本國時政的
看法會有差異，但是共同的愛國情懷則是
無法否認的。如今，中國的發展越來越進
步，但是中國代表的卻是一種多中心的世
界觀，並且將本國利益作為政治和經濟考
慮的出發點。作者深信中國會和平崛起，
認為中國從來不打算操控其他國家，所以中
國也當仁不讓地在全球化的多極轉型中發揮
核心作用。特別是在西方經濟持續疲軟的情
況下，中國的這種作用顯得越來越大。
作者堅持這樣的觀點：中國將擁抱全球

化，同時也將更加中國化。在全球事務方
面，中國作為全球投資者的地位將會更加進
一步鞏固，中國對外投資的地理分佈結構也
日趨合理，企業和企業家在這一過程中獲得

了經驗，增強了對各種投資環境的適應性。
而在中國國內，中國會更加注重保持中國特
色，這需要高超的平衡技巧。
基於上述立場，作者覺得，西方社會無

法承受誤讀中國的代價。因此，西方應當了
解中國發展的驅動因素、特殊的改革技巧以
及使得中國生機勃勃的訣竅。畢竟，在執政
的合法性或正當性上，中國更加側重的乃是
政府執政的表現。

英國脫歐英國脫歐、、美國新總統美國新總統

上台上台、、歐洲一體化面臨考驗歐洲一體化面臨考驗、、西方西方

民粹主義勢力抬頭民粹主義勢力抬頭，，全球化似乎遭遇了全球化似乎遭遇了

很大的挑戰很大的挑戰。。而由約翰而由約翰··奈斯比特和多麗絲奈斯比特和多麗絲··
奈斯比特奈斯比特（（JohnJohn＆＆Doris NaisbittDoris Naisbitt））所作的所作的《《全全

球大變局球大變局》》一書一書，，則對東西方在二十一世紀的力則對東西方在二十一世紀的力

量對比與走勢進行了非常深刻的剖析和預測量對比與走勢進行了非常深刻的剖析和預測。。毫毫

無疑問無疑問，，在作者看來在作者看來，，未來推動全球化的重要未來推動全球化的重要

和關鍵力量和關鍵力量，，將是南環經濟帶將是南環經濟帶。。這也對傳統這也對傳統

的西方中心主義格局產生了巨大的改變和的西方中心主義格局產生了巨大的改變和

影響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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