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化并未终结，企业须适
应多极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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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地缘政治角度讲，2016年称得上波云诡谲。英国脱欧，特朗普

当选，孤立主义与反全球化思潮日渐抬头，为各国企业全球化的前景蒙上

一层阴影。实际上，这种趋势早有苗头，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

化各主要指标就裹足不前，甚至出现倒转。一些人士认为，近期黑天鹅事

件的连续爆发，是全球化时代行将就木的标志；一些企业领导人甚至开始

质疑：“全球化”组织日后是否仍有生存空间。 

我们的调查显示，全球化并未走到尽头，而是以新模式出现，它进入

一个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重新平衡期，或者说迈入“第四阶段”。它与

以往所见的全球化模式截然不同。企业领导者须了解新全球化时代的特色，

以及它对各自企业产生的影响。 

回首过去：全球化的四个阶段 

回顾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化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并非一帆风顺，而是

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 19世纪初，以蒸汽机的发明为触

发点；随后西欧出现了大规模的电气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让这一阶段

戛然而止。 

20世纪 50年代，全球化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规模化生产进入视

野，美国企业率先在新兴市场建立出口供应链。70年代中期爆发的石油危

机标志着这一阶段的结束。 

20世纪 80年代末，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低成本制造和服务得以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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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供应链趋于全球整合， 

全球化迎来了第三次发展高潮。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这一

阶段的结束。尽管过去几个阶段有着明显的分界，但从根本上讲，均是基

于相同模式。这种模式背后的推动力有三种： 

（1）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利用新技术手段，大幅提升生产力和产出。 

（2）某个或某几个国家——在过去三个阶段，西欧、美国和中国先

后扮演经济“增长极”角色，成为带动全球增长的火车头，推动国内生产

总值增长 20%到 25%，全球贸易增长约 15%，继而带动其他国家，尤其

是其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增长。 

（3）良好的全球化治理体系和稳定的博弈规则，促进了跨境金融业务

的增长和以贸易为引导的国内生产总值上扬。上述三种力量相互集结，形

成利于经济增长和全球更大范围融合的良性循环，使全球化经济利益继续

盖过地区政治利益。 

展望未来：塑造全球经济新力量 

如今，全球化已经迈进了第四个发展阶段。要想了解这一阶段，首先

应当认识全球 

经济新的塑造力。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全球贸易。首先，数

字化技术正在改变生产力和竞争优势。据我们估算，韩国、德国、美国和

中国等国家的制造业采用数字化技术后，中期内工人人均产出有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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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劳动力成本降低 30%。这意味着企业须重新思考其在全球化第三阶

段确定的工厂定位和供应链布局。 

第二，商品贸易曾是全球化前几个发展阶段的主要推动力，如今却已

陷入停滞，而全球服务贸易、尤其是数字化技术服务正在高歌猛进。随着

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产品与服务之间的分界线日渐模糊，使得服务在多个

行业的价值有所提升。例如，航空业如今可以采用数字遥感技术来侦测飞

机引擎的问题，不用在每个机场派驻高端技术人才，也能完成远程的修理

和维护。 

在这些新的力量作用下，全球化正在呈现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趋势。过

去一家经济独大、单一技术主导、单一管控体系的模式，正被多极发展的

多样化世界所代替。企业必须应对多样化经济体、林林总总的管控组织和

规则以及各种技术。全球整合不再单纯依靠现实高速公路进行；相反，无

形的数据高速公路成为新的道路和运输路线，云存储技术也将成为新的运

输载体和仓库。 

在这一新阶段，增长依赖于全球贸易的程度将进一步减弱。新兴国家

将更多地通过内部结构性改革（而非出口）来扩大内需和拓宽产业足迹（尤

其是商品生产国），从而实现增长。 

日后，新的价值链将整合数字化技术与原有的低成本技术，提高产品

与服务的融合度，借助独立式全球平台的增长势头进行商品和服务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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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或最为重要的是），随着去中心化管控体系的出现，将会带来复

杂性更高、波动性更大的新规则；其中包括地方性与区域性的规则，以期

在国家政治利益和全球经济逻辑体系之间重塑平衡。这些规则会受到一些

新机构（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发展银行）的影响。其决策会更

多地考虑国家和区域利益，而非全球性的问题。某跨国银行战略负责人接

受采访时表示，他将这一趋势称为“游戏规则的巴尔干化”。 

企业战略优先 

面对着复杂多变的新全球化时代，企业该如何应对才能脱颖而出？我

们认为企业首先要思考自己的战略框架。在制定战略选择时，摒弃过去以

全球总部为中心进行全球优化的做法，转而采取因地制宜的办法，实现本

地利益最大化。选择潜在国家市场时，除了评估市场规模和收入增长速度，

还要对所在国政府的内部体制改革能力进行评估，三者缺一不可。 

还要加强风险管理。风险管理部门在企业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除了

自然灾害、财务或项目风险等传统风险要素，企业还须考虑更为复杂的博

弈规则，以及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利益的抬头。企业必须做好准备，面对

不同的市场制定不同的风险战略和准备措施。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劳动力成本和高速经济发展这两大优势在未来都

将慢慢消逝。它们必须放弃过去粗放的企业管理模式，加强战略思考。例

如在海外并购方面，过去中国企业大都瞄准优质的战略性资源和技术能力

等等，很少考虑并购和整合等提升并购价值的环节。过去这些做法无可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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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2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