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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世界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国进行改革开放，

积极融入全球化，经济高速增长，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经济影响不断扩大，给全球经济贸易体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和变化。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放缓，全球化进程受挫，“去全球化”风潮兴起。商务部

（2016）指出，全球贸易持续多年低于 GDP的发展，各国再工业化和产业转移放慢，贸易保护主义也有加剧的趋势，

国际投资领域被多个协定所分割，不利于开展跨境投资合作。尤其是 2016 年以来，英国退欧，美国特朗普政府上

台执政，贸易保护主义思潮迅速抬头。 

在学术界，也有一系列的研究将过去这二三十年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出口的迅速增长称之为“中国冲

击”(China Shock)。这些研究认为中国冲击是造成他国经济失衡和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那些受中国贸易冲击影

响大的地区就业大幅下滑，失业大幅上升，这也被称之为“中国综合症”（China Syndrome), 参见 Autor, Dorn and 

Hanson (2013 AER）。除此之外，还有研究认为中国式贸易冲击还对美国的政治选举，婚姻市场，技术创新，以及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等方面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这些观点加剧了反全球化思潮的进展和贸易保护措施的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