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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与低碳时代全球治理面临的

挑战与应对＊

伴随着传统领域经济全球化步入低潮，数字经

济和绿色发展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焦点，为各

国经济复苏、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动

能，全球数字和气候治理也成为国际秩序转型的决

定性因素。数字和气候议题覆盖领域众多，与之相

关的治理内容复杂多样，对国际治理合作提出了更

高要求。当前全球范围对于数字和低碳问题存在严

重的“治理赤字”，现行治理体系趋于碎片化。中国

作为全球数字经济和低碳转型的先行者以及发展中

经济体代表，有能力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稳定健康

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中国可以通过强化国内数字与

低碳技术研发应用，推动国内治理体系建设，为参

与国际规则谈判创造更多的工具和筹码，在具体规

则设定上应最大化凝聚各方共识，实现互利共赢，

推动构建协调统一的数字绿色治理体系。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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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与低碳时代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伴随着传统领域经济全球化步入低潮，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

化的焦点，为各国经济复苏、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动能，全球数字和气

候治理也成为国际秩序转型的决定性因素。数字和气候议题覆盖领域众多，与之相关

的治理内容复杂多样，对国际治理合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全球范围对于数字和低

碳问题存在严重的“治理赤字”，现行治理体系趋于碎片化。中国作为全球数字经济

和低碳转型的先行者以及发展中经济体代表，有能力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稳定健康发

展做出积极贡献。中国可以通过强化国内数字与低碳技术研发应用，推动国内治理体

系建设，为参与国际规则谈判创造更多的工具和筹码，在具体规则设定上应最大化凝

聚各方共识，实现互利共赢，推动构建协调统一的数字绿色治理体系。

一、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发展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关键特征

（一）当前全球化进程正处在低潮阶段

近年来，国际社会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叠加新冠疫情引发各国对产业链安

全的担忧，全球化陷入低潮。根据 KOF 全球化指数，全球化进程在 2008 年之后已进

入平台期，贸易全球化指数停滞在 57%左右，金融全球化指数在 58%-60%之间徘徊

（图 1）。全球贸易增速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持续下降（图 2）。国际商品贸易

额年均增长率由 2005-2010 年的 6.3%降至 2015-2020 年的 2.7%。全球对外直接投资

流量自 2007 年达 2.2 万亿美元的高位后持续低迷，2020 年增速下降 33.3%，2021 年

虽有所回升但仍难以恢复。



2021 年第 69 期（总第 392 期）

2

图 1：1970-2018 年全球化指标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KOF 全球化指数，中国银行研究院

图 2：全球贸易增速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世界银行，中国银行研究院

在传统国际合作领域，经济全球化面临挑战。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经济快速崛

起和产业转型升级，全球经济结构出现调整，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在制造业上的关

系由互补逐渐转向竞合。世贸组织（WTO）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上诉机构多次停

摆。全球贸易争端数量增加，2020 年，全球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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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立案超 400 起，同比增长 45%，创 1995 年以来新高。自 2018 年起，美国挑起中美

贸易摩擦，针对中国采取加征关税、制裁高科技公司等措施，严重影响全球经济正常

秩序和跨境产业链稳定运行。

（二）数字化转型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能

鉴于贸易、金融等传统国际合作领域进展缓慢，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成为新一轮

经济全球化的焦点。世界各主要国家在数字和绿色领域具有相同目标，多边机制是推

动全球数字经济健康增长、保障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数字化转型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驱动因素。数字技术能够提高信息透明度，增

加国际市场竞争，降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加

快经济全球化发展速度。一方面，数字经济成为近年全球经济增长主要源头。2020 年

全球 GDP 同比下降 3.3%，但数字经济同比增长 2.5%，增加值规模达 32.6 万亿美元。

各国数字经济增速均远超 GDP 增速，成为维护世界经济稳定的重要动力（图 3）。数

字经济已经成为高收入国家的主要经济组成部分，2020 年占其经济规模的 50.7%；中

高收入国家的数字经济平均增速超其他国家，达 4.7%。另一方面，以跨境电商平台为

代表的数字贸易蓬勃发展，促进国际贸易复苏。2020 年全球贸易遭受严重冲击，数字

贸易出口逆势增长 3.8%，占全球服务贸易比重上涨 11.5 个百分点至 62.8%，对服务

出口增长贡献率达 98.3%。由跨境平台带动的新零售模式发展可以利用大数据和算法

技术，准确挖掘境外客户需求，精准对接国际市场，在海外影响推广、降低国际贸易

成本、供应链管理与品牌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新一轮贸易全球化的重点领

域。预计 2021 年全球零售电子商务销售额同比将增长 16.8%，规模达 4.9 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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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20 年不同收入水平国家数字经济发展

资料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银行研究院

（三）绿色发展成为国际合作新方向

气候变化持续引发国际关注，绿色发展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手，旨在推

动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是近年来全球频现极端天气，大气污染严重，环境保护迫在眉睫。2021 年美国、

加拿大连续出现近年高温纪录，致死人数达上千，巴西则迎来 60 年以来最强寒潮。

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测算，如今全球气温已较工业化前水平

上升 1.2 摄氏度，比预期提前 10 年。一方面，能源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有待进一步

控制。尽管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整体呈下降趋势，2019 年的排放量与 1990 年相比降

低 15%，土地利用变更和林业对改善气候环境的贡献增长 42.1%，但能源行业仍是大

气污染的主要源头（图 4）。另一方面，各国需进一步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使用。

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2009-2019 年使用量年均增长 13.4%，产量年均增长 15.9%，但

其供需依然远低于传统能源。2020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使用量仅占一次能源使用量的

5.7%，并且生物燃料产量仅占石油产量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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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各行业温室气体排放量

资料来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国银行研究院

二是在疫情背景下，各国积极推出绿色新政，加强国际绿色合作。2019 年欧盟发

布《欧洲绿色协议》，确立于 2050 年实现欧洲地区“碳中和”的目标，旨在发展清

洁、可再生能源、减少大气污染、保护生态环境，2020 年欧盟公布的 7500 亿欧元复

苏计划中，有四分之一用于绿色发展。美国拜登政府 2021 年 11 月签署的新基建法案

将推动新能源汽车设施建设，正在推进的 1.75 万亿美元社会支出法案聚焦应对气候

变化的措施。中国也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布局中。各国在

绿色发展领域目标相同，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三是全球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各国共同努力。气候变化波及全球生态环

境，节能减排需全球一致行动，制定统一的全球气候目标和行动方针，防止个别国家

的搭便车行为，尤其是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应在绿色发展上体现大国担当。据《世界能

源统计年鉴 2021 版》测算，2020 年中国、美国和欧洲能源需求占全球总需求的

55.8%，碳排放量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 55.6%。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需要在能源使用和碳

排放水平上达成共识，共同推动全球经济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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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化与低碳时代全球治理变革的新趋势和挑战

（一）数字化与低碳时代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新趋势

伴随着全球数字转型和绿色发展的快速推进，数字和低碳治理成为国际治理体系

变革中的关键议题。当前全球范围的数字和低碳治理体系层次和形式多样。联合国框

架下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以及 WTO 电子商务规则谈判等为应

对数字和气候问题提供了多边方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大型区域自贸协定中都纳入了与数字经济和

气候问题相关的规则内容。主要国家也采取发布多方联合声明的方式推动达成数字和

气候治理共识，如《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等。数字化与低碳时代，全球治理

体系发展与变革呈现如下新趋势。

第一，全球数字和气候治理成为国际秩序转型的决定性因素。与其他全球性议题

相比，全球数字转型和气候变化具有更加复杂、深远的影响。数字化转型是当前各国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大动能，气候变化则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刚性约束。

数字和气候问题在各国未来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目前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治理机

制和主要经济体都将数字和气候议题视为核心政策议题。成功拥抱数字化和低碳化的

国家将会在未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占据主动权和主导权。正因为如此，全球数字和低

碳治理体系发展直接关系到全球经济生产消费模式的转型方向，对每个经济体的发展

方式、结构调整都会产生深刻影响。

第二，数字和气候议题的公共产品特性对国际治理合作提出更高要求。绿色和低

碳议题天然属于公共产品范畴，而传统经济部门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化意味着数字技

术已经构成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底层基础，数字化创造出的虚拟空间也极大地突破了

国家间传统物理边界，国家与国际治理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低

碳转型的迫切需要带来了广泛的全球治理需求，但国家间利益分化和公共产品供需错

位对全球经济数字化低碳化转型造成了较大障碍。新形势下全球化发展特征充分彰显

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要求全球层面更加协调统一的行动，这对以国家为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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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07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