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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型开放与“再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
*

徐秀军**

内容提要 当前,经济全球化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并进入重塑国

际制度体系“再全球化”的发展新阶段。从发展历程来看,作为制度

与开放的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动态发展的关键在于开放。经济全

球化既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开放的制度”,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制度

的开放”。制度型开放包括制度的内涵型开放和外延型开放。制度

内涵型开放旨在通过不断破除制度的自我锁定来实现制度的有序演

进和成员权益的动态调整;制度外延型开放旨在通过不断推动制度

之间的对接来构建相互协同的全球制度网络。在可能较为漫长的

“再全球化”进程中,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保障的全球制度将面临改革

和重塑,全球要素和资源将面临重新配置,全球分工体系将面临系统

性重组,从而达到合理分配全球化收益的新的制度均衡,实现以平等

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全球经济

之治。

关键词 国际政治经济学 制度型开放 制度均衡 经济全球

化 再全球化 新型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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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是全球经济相互依存度总体上不断提升的进程。从长时段历

史来看,尽管受各种因素的冲击和阻碍,经济全球化总体保持向前发展势头。

无论从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还是人员和数据的跨境流动来看,国家之间的相

互依存都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对此,现有理论提供了各种描述和阐释,

并在总体上形成了经济全球化发展动力的两大理论支撑。

从经济全球化的外在动力来看,科技进步为大规模、大范围的国际经济交

往创造了条件。早在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考察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

与对外扩张,进而深刻讨论了世界历史的形成。他们认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和

发展是以工业技术革命为代表的生产力自身运动的结果。这是因为,大工业

的出现必然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进而引起商品交换的扩大。大工业“首次开

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

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

态”。①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市场得以建立,全球经济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因此,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

其中,科技进步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动力之源。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社会生

产力的发展,阻碍市场全球化发展的成本制约因素随之减少,全球经济日益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②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以5G、人工

智能、量子通信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尤其是各种颠覆性技术

(disruptive
 

technology)不断涌现③,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更加凸

显,并给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带来重大变化和深远影响。这为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因此,如果仅考虑科技进步因素,当
下处于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时代。

从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动力来看,国际分工的福利效应使参与国际经济交

往成为国家的理性选择。世界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后,在资本逐利性的驱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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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113页。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国际经济教授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认为,货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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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ching
 

the
 

Wave,”
 

Harvard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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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73,
 

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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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43-53.



资产阶级及维护其根本的资本主义国家积极推动国际贸易,并在客观上拓展

了世界市场。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深刻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

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① 这从原初动力上揭示

了经济全球化的功能和效用。至少从经济维度来看,经济全球化使要素和资

源配置从一国内部扩大到全球范围,大大提升了要素和资源配置的效率。尤

其在大规模的跨国生产兴起之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专业化不断深化,直接推

动了全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根据英国经济史

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测算,公元元年至1000年世界经济

年均复合增长率为0.01%,1000年至1820世界经济年均复合 增 长 率 为

0.22%,1820年至1998年世界经济年均复合增长率上升至2.21%。② 尽管导

致世界经济增长率在1820年大幅上升的原因很多,但国际贸易和资本跨境流

动是其中的推动因素之一。基于对经济全球化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改进全球

福利的认识,越来越多国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推动贸易投资自由

化和便利化,深入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并在此进程中实现了经济发展水平的

不断提升。

但是,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各种逆流,尤其是一些曾长期支持自由贸易的

大国不断推出阻碍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政策。例如,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

体和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美国将提高关税和投资门槛、滥用经济制裁,

以及对特定国家和地区“脱钩断链”等背离经济全球化潮流和通行国际经济规

则的政策作为处理对外经济关系的常态化手段。在理论逻辑上,当今时代经

济全球化的动力仍然存在,但经济全球化面临各种障碍而呈现“慢全球化”“去

全球化”趋势亦是当今世界不争的事实。这表明,经济全球化的动力并不必然

能够转化为经济全球化持续向前的现实,实现这一转化还至少存在一个不可

或缺的环节。回顾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伴随这一进程向前发展

的另一个现象是,国际制度的普遍适用性日益提升。③ 这意味着经济全球化还

可能存在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制度逻辑。如果存在这种可能,如何通过制度来

重构经济全球化并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这一问题的探索,不仅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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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275—276页。

〔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张宇燕等:《全球化与中国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5页。



理解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面临的障碍,也将有助于回答经济全球化如何才能

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这一时代问题。

一、
  

经济全球化与制度型开放的逻辑

近年来,国际社会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一些国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

上升,全球性问题更加凸显,经济全球化进程随之发生深刻改变。面对这些问

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际场合明确提出,“中国将着力推动规则、规制、

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① 这一

政策部署将经济全球化与制度的逻辑联系落实到实践层面,并转化为中国参

与和推进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具体行动。

(一)
  

经济全球化与制度的关联性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经济全球化首先是基于市场逻辑的要素跨境流动,基

本的政策环境是各个国家和地区主动甚至被动的对外开放。在经济全球化进

程中,世界各国和各地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紧密,相互之间的利益分歧与矛盾

也不断凸显。这为市场与国家互动来协调各方利益提供了空间。因此,经济

全球化进程中开放与制度之间的联系需要从市场、国家以及两者互动的逻辑

加以认识。

从市场逻辑来看,经济效率原则与经济全球化存在天然的统一性。在一

定意义上,经济全球化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自发现象。② 从市场角度来看,经

济全球化主要具有逐利性、开放性和竞争性特征。③ 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前提

是开放,运行的核心是经济效率原则。在市场力量的自发作用下,企业的生存

策略是以更高的效率赢得市场竞争。当一国内部的要素和资源不能满足企业

获取更高收益以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需求时,“走出去”便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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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

辞》,《人民日报》2021年1月26日,第2版。
尽管早期很多大规模国际贸易活动都离不开国家的推动,宗主国在殖民地推行所谓自由贸易政策

更是如此,但世界市场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推进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在总体上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

史现象。
徐秀军:《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市场与治理赤字的政策根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0

期,第14—15页。



并且,当“走出去”遇到障碍时,企业便会努力推动各国创造有利于开放的政策

环境。

从国家逻辑来看,世界各国都拥有为获取经济全球化收益寻求制度保障

的强烈动机。总体来看,国际关系的基本形式包括竞争、合作和冲突,三者都

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但是,自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尽管

国际上的冲突一直都在此起彼伏,但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冲突尤其是大国之

间的冲突作为调节国家之间利益分配的手段并非国际关系的常态。正因如

此,国家日益诉诸制度来维护和增进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收益。在国内层面,国

家既可能会借助保护主义的制度安排来避免自身的利益损失,也可能会采取

更加开放的制度安排创造更多的经济全球化红利。在国际层面,国家既可能

会通过全球性的经济制度安排来降低交易成本和界定国家利益,也可能会通

过双边、区域或某一国家群体的经济制度安排来设置外部障碍和创造内部

收益。

无论从经济全球化的市场逻辑还是国家逻辑来看,制度均衡与经济全球

化的可持续性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一方面,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在推动国家实行有利于自身的开放制度安排时,会因经济效率原则所造成的

利益失衡而增加阻碍对外开放的因素;另一方面,有实力的国家或国家集团,

在利用非中性制度来调节全球化收益分配时,会因公平性的缺失而造成不同

国家之间及国家内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失衡。全球化的制度均衡指的

是,作为调节全球权益的制度能够让经济全球化的参与主体实现彼此之间权

力、责任和利益的平衡,并由此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更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

赢的方向发展。但是,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自助体系中,由于缺乏世界权

威来设计这种理想制度体系,只能在国家之间以及市场与国家之间的互动中

依靠制度演进来实现制度均衡。

(二)
  

经济全球化与制度的开放性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制度的普遍适用性不断提升,并主要表现在国

际制度适用域的日益扩大。① 究其原因,一方面,它反映了无政府状态的国际

社会维护自身运行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源于战争在调节国家之间利益分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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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成本大幅攀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70多年中,大国之间的战争与

冲突逐步让位于彼此之间的制度竞争及国际制度的话语权之争。国际制度竞

争日益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重要现象,深刻反映出当今时代国际制度的极其

重要性。① 但是,制度对经济全球化而言并不必然能够发挥促进和保障作用。

总的来看,经济全球化对制度的最基本的“质”的要求是制度的开放性。

一方面,经济全球化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开放的制度”。相对封闭的制度

而言,开放的制度在功能上有利于促进对外开放,在性质上是包容而非排他

的。除了一些面向世界各国的全球性制度安排,双边、区域或某一国家群体之

间的制度安排的开放性则主要体现在两种制度安排之间的兼容性,以及制度

所界定的成员利益与非成员利益之间的兼容性。因此,区域合作和区域一体

化并不必然是经济全球化的阻碍因素,相反,开放的区域制度安排能够成为经

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促进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中国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

织(APEC)为契机,亚太地区成为推动开放区域主义的重要力量。1991年11
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部长级会议通过的《汉城宣言》明确将“坚持开放性多边

贸易体制和减少区域内贸易壁垒”作为这一机制的宗旨和目标。开放区域主

义在亚太地区的实践不仅有力促进了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还为更多亚太成

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全球机制创造了条件。但是,近年来,在部分

大国的主导下,一些区域制度安排日益呈现封闭、排他甚至对抗性的特点,成

为构筑针对特定博弈对象的“小院高墙”的工具。

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的开放”。任何国际制度

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且是成员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因此,它反映

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各成员的需要以及各方权力与利益的平衡,也能够指引成

员承担相应责任和发挥相应作用。由于各国资源禀赋、发展基础、治理能力及

外部约束条件的不平衡,全球经济发展因此呈现明确的不平衡性。这意味着

国际制度的实施条件总是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因此,国际制度也要适应形

势的变化不断发展演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一些对经济全球化

有重要促进作用的制度如不与时俱进发生变革,就会日益呈现各种问题和弊

端,并成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阻碍因素。因此,不仅在制度创立之初各成

员要保持制度的开放性,在运行过程中也要推动制度的开放,使制度不断朝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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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巍、罗仪馥:《从规则到秩序:国际制度竞争的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4期,第28—57页。



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演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新阶段的新要求。

(三)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制度型开放

关于制度型开放的概念,现有研究主要从如下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

从制度型开放的内容来探讨,侧重于包括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在内的制

度改革与建设,尤其关注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的对接问题;①二是从制度型开

放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比较来探讨。一些研究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发

展过程中,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及制度型开放分别适应了经济全球化不同

阶段的需要,而制度型开放是经济全球化发展新形势下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

更高水平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必然要求。② 还有一些研究从全球经济治理的视

角来认识制度型开放的功能与价值,探讨了应对经济全球化负面效应和改革

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路径。③ 这些研究主要立足中国视角,对中国推行的制度

型开放政策进行了深入地解读和思考。

但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制度型开放现象与政策还需要进行一般意义

上的探讨。从经济全球化发展历程来看,作为制度与开放的有机整体,其动态

发展的关键在于开放。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制度型开放至少可以从两个维度

进行类别划分:一是制度的内涵型开放。内涵型开放是提升制度自身的活力

和开放性,尤其是要适应新形势下成员的结构性变化。当前,很多全球治理机

制出现了功能弱化趋势,难以保障经济全球化顺利前行,而主要原因之一就在

于国际机制改革进程缓慢,远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二是制度的外延型开

放。外延型开放反映的是制度之间的关系,通过制度对接来提升经济全球化

的普惠包容性。近年来,在全球治理机制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之时,一些

双边、区域或某一国家群体的制度安排不断涌现,如何处理制度之间的关系推

进制度的外延型开放日益成为决定经济全球化走向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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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浩等:《中国制度型开放的历程、特点与战略选择》,《国际贸易》2022年第7期,第13—22页;李
国学、东艳:《国际生产方式变革、国际经济规则重塑与制度型开放高地建设》,《学海》2020年第5期,第21—
30页;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思路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21
年第2期,第125—135页。

戴翔:《制度型开放: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国际贸易》2019年第3期,
第4—12页;崔卫杰:《制度型开放的特点及推进策略》,《开放导报》2020年第2期,第36—43页;盛斌、黎
峰:《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放导报》2022年第4期,第15—20页。

赵蓓文:《制度型开放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政策实践》,《世界经济研究》2021年第5期,第
3—8页;刘彬、陈伟光:《制度型开放: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路径》,《国际论坛》2022年第1期,第
62—77页。



二、
  

全球化主体的结构性变化与制度内涵型开放

全球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导致经济全球化参与主体的国际地位无时不

在发生变化。在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后,国际社会各成员之间的实力对比甚

至还会发生结构性变化。当今世界正处于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调整期,并且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加速各种力量的对比变化。但是,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由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国际制度体系却并未随之发生

深刻变化,国际社会主要成员之间的权力、责任与利益的日益失衡反映了国际

制度的内涵型开放严重滞后。

(一)
  

当今世界国家（地区）及其企业的实力变化

冷战结束后,东西方两大阵营长期以来的相互孤立被打破,世界经济在真

正意义上逐渐融为一个整体,经济全球化也因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冷战时

期两极格局下的主要国际经济制度安排被沿袭下来,并构成了现有国际经济

体系的基本架构。

但是,冷战后的30多年间,国际经济力量对比以及各种经济力量的组合

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不同国家群体来看,世界经济实力的“南升北降”态势明

显,并在可预见的未来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自2000年起,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经济体同发达经济体两大国家群体形成了经济双速增长格局。尽管经

历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危机的冲击,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

速始终高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这意味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一直

保持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赶超态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数

据,按照市场汇率换算,2022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达到发达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的73.6%,较1992年上升53.8个百分

点,预计2028年这一比例还将进一步上升至78.5%;按照购买力平价换算,新

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已于2007年超过发达经济体,2022年

达到后者的1.4倍,预计2028年还将达到后者的1.6倍。① 从国别来看,全球

主要国家的经济总量对比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美国仍是全球第一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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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mf.org/en/Publ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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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20.



体,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全球排名从1992年第9位上升到2010年的第2
位。① 2022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作为全球第三

大经济体日本的4.22倍;达到美国的70.2%,较1992年上升了62.7个百分

点。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全球排名也从1992年的第15位上升到2022年的第

5位。此外,得益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欧盟、东盟、非盟等区域集团作为一个

整体在全球经济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力。

同时,世界各国（地区）的企业实力对比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财富》杂志

发布的2023年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位列其中的中国企业142家,美国企业有136
家,共占入选企业总数的55.6%;日本、德国、法国、韩国、英国和加拿大分别有41
家、30家、24家、18家、15家和14家企业入选。而在该机构于1996年公布的第1
份榜单中,美国和日本分别有153家和141家企业入选世界500强,法国、德国、

英国、瑞士、韩国、意大利和荷兰分别有42家、40家、33家、16家、12家、12家和

10.5家企业位列其中,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分别有3家和1家企业入选。②

(二)
  

霸权之后制度“锁定效应”的限度

过去数十年中,即便是各国以经济实力为代表的综合实力发生了重大变

化,国际制度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各国在现有国际制度体系中的权益格局

变动也相对有限。对此,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明确指出,霸权

的衰落并不必然意味着霸权国家主导创设的国际制度也会相应地发生衰落,

国家权力的对比变化与国际制度的变迁存在“时滞”。③ 出现这种不合理现象

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相关领域仍然存在制度需求,相关制度仍然在一定程度

上发挥满足这种需求的功能;另一方面,无论是创建新的制度还是改革已有制

度都需要成本。当制度运行的基础条件和环境发生变化时,由于制度自身存

在维护既得利益者的“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制度变迁往往让位于制度的

路径依赖。

但是,国际制度不因主导国实力衰落而被新的制度所替代,并不意味着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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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换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于2017年超过美国,并于2022年达到后者的

1.19倍。
1996年榜单中两国（地区）共有企业各算0.5家。《世界500强榜单》,财富杂志中文网,https://www.for-

tunechina.com/fortune500/c/2023-08/02/content_436874.htm,2023-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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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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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之后的制度运行不受成员实力的结构性变化的影响。相反,制度在形式上

的不变会导致日益严重的制度失衡,从而日益侵蚀制度运行的根基,导致制度

的合法性日益缺失。一方面,制度所界定的权力、责任和利益的长期失衡会损

伤成员的参与动力。一些有能力发挥更大作用的成员的话语权如果长期受到

抑制,对这类成员而言,参与制度的价值会大打折扣;对其所参与的制度而言,

制度的效能会大大降低。甚至在一定情况下,这类成员会转而创建新的制度,

以形成对已有制度的补充或替代;另一方面,制度所界定的权力、责任和利益

的长期失衡会引发成员之间的矛盾甚至是冲突。当制度的外在形式与内在基

础出现分离时,成员之间基于这两种逻辑而进行的权益博弈会加剧,并可能外

溢到其他领域的争端与冲突。

在国际制度建立后,由于制度的非中性,一些国家将会获取相对其他国家

更多收益,并成为既得利益者。① 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这些国家将尽力维持现

状,阻碍制度变迁或创新,并由此出现“制度僵化”和运行失灵。② 当制度效能

下降时,就需要有效推动制度的内涵型开放,改革其中不合理的成分,以适应

新形势的需要。

近年来,旨在应对全球经济挑战和保障经济全球化稳定发展的全球主要

经济机构及其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都因成员实力的结构性变化而出现日

益严重的合法性缺失问题。随着合法性缺失问题的不断累积,维持制度现状

的难度和改革现行制度的压力也日益增加。当制度变革的动力增加到一定程

度,现行制度发挥“锁定效应”的限度必定会得以突破。但是,一旦这类制度的

“锁定效应”被打破,制度就会发生根本性变革,并带来相对渐进变革烈度更大

的动荡或冲击。因此,在霸权衰落之后,国际制度能够被完全沿袭下来,源于

制度本身静态地锁定了其所界定的权益格局,而这正是制度本身的弊端之所

在,也往往会成为危机之源。

(三)
  

制度内涵型开放的问题与方向

现行主要国际经济机构在“元制度”的设计上就对制度的重大变革进行锁定,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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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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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改革》1994年第2期,第97—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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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02,
 

No.3/4,
 

2000,
 

pp.341-364.
所谓“元制度”,指的是确立制度运行基本法则的初始制度。对国际机构和组织而言,“元制度”是创

立时的协定、章程或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



赋予既得利益者阻止制度变迁的权力。这构成了现行制度的内涵型开放的最

大阻碍因素。20世纪40年代,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主导建立了以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关贸总协定》(后被世界贸易组织所取代)为支

柱的世界经济体系。这些机构的创立曾为促进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

一体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护航者。但是,在制度设计上,

这些机构也服务于极少数主导创立国的全球经济扩张和霸权利益,并都给予

这些国家在不利于自身利益的重大变革方面的否决权。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美国一直享有重大事项的一票否决权。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协定的修改,以及

份额和投票权的变更等重大事项都需要得到占总投票权85%的多数同意。自

成立之日起,美国在两个机构的投票权一直都在15%以上。也即是说,如果得

不到美国的支持,任何成员想要提升在这两个机构中的话语权都不可能得以

实现;如果美国自己不放弃这项否决权,任何成员也不可能使其丧失这项权

力。与之不同的是,世界贸易组织采取“协商一致”原则,即任何成员都拥有所

有决定的一票否决权。这种制度设计在形式上体现了所有成员一律平等的原

则。但是,制度改革的阻碍力量主要来自既得利益者,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利

益受损者。当所有成员都拥有否决权,实际上就是为既得利益者阻碍改革提

供便利。现实的情况正是如此,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世界贸易组织的上诉机

构已经处于“停摆”状态。① 在2023年12月18日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

决机构会议上,危地马拉代表该组织164个成员中的130个成员发言,并提出

关于启动遴选程序以填补上诉机构空缺的建议,但由于美国重申不支持启动

任命上诉机构成员的提议,导致上诉机构成员遴选程序的提案第72次受阻。

世界贸易组织功能不能有效发挥的问题日益呈现长期化趋势。

因此,制度的内涵型开放就是要破除制度的自我锁定,实现制度的有序演

进和成员权益的动态调整,不断提升制度的适应性。从历史来看,不能与时俱

进的封闭的制度,其运行的结果必然是因效能下降而出现制度退化,甚至走向

制度消亡。反之,有生命力的制度必定是开放的制度,通过自我调整与变革不

断提升效能,不断创造并合理分配制度收益。在制度层面,当前经济全球化的

阻碍就在于现行许多重要制度存在开放性缺失的弊端且不能有效破除这一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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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转的至少3名成员而陷入瘫痪;2020年11月30日,上诉机构最后一名成员也期满卸任。



端。为此,尤其是要改变由发达国家主导并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制所推行的全球化,要从全球范围思考这些机制

设计并让其考虑到每个人的利益。①

三、
  

全球化客体的关联性增强与制度外延型开放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得以形成

和发展,各个国家、各个领域之间形成了难以分割的相互联系。在全球化客体

也即是开放的对象和领域不断拓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多旧的制度不断演进和

新的制度不断涌现,并形成了复杂的制度网络。因此,经济全球化不仅仅反映

在商品和要素之间的跨境交往关系,还包含各种制度之间的广泛联系。

(一)
  

全球化客体的拓展与关联性增强

从商品和要素的流动来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演进是一个对外开放客观

不断拓展的过程。从发展方向来看,全球化客体的拓展包括纵向和横向两个

维度,前者增强了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后者则增强了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

一方面,全球化客体的纵向拓展在创造新的开放领域的同时将各个领域

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形成更宽领域的协同开放格局。资本主义国家推

动世界市场的形成,是从开展国际贸易开始的。对此,马克思指出,“商品流通

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

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② 直到今天,

贸易全球化仍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随着生产领域的国际分工

与协作不断深化,跨国资本流动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全球化不断向生产全球化

和资本全球化扩展。并且,在贸易领域,随着技术的进步,原来不可贸易的服

务也日益成为国际经济交往的重要对象。开放领域的纵向拓展不是新旧领域

的替代,而是在已有领域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对外开放的深化,因而各开放领域

是相互依存、联动发展的。

另一方面,全球化客体的横向拓展将某一领域的合作范围扩展至更多的

国家和地区,并相应地将这一领域的制度适用域扩大到相关国家和地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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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领域来看,受交通和物流技术的限制,各国之间的商品交换最初都局限于

地理上相近或交通便利的国家和地区,再逐步向地理上更为遥远的国家和地

区拓展。如今,交通和物流技术对贸易的限制大大减少,并且得益于信息技术

的快速发展,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国际贸易规模空前扩大,世界各国都深度

融入全球贸易体系。近年来,受保护主义影响,全球贸易增长动力有所下降,
但相对以往,贸易规模仍保持在较高水平。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数据,2022
年,全球商品出口额超过24.9万亿美元,约为1992年的6.6倍,相对1948年

则增加了425.1倍;2022年,全球服务出口额超过7.04万亿美元,约为2005
年的2.67倍。① 相应地,全球贸易制度网络不断向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拓展。
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例,截至2023年末,加入该组织的国家和地区为164个,较
该组织成立时的成员数量增加了89个。

(二)
  

复杂制度网络与制度的外延型开放

由于全球化客体的不断拓展,涵盖各个领域的双边、区域和全球性的制度

安排形成了日益复杂的制度网络。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截至2023年末,
《关贸总协定》(GATT)及其后的世界贸易组织累计收到595份区域贸易协定

(RTA)通报,其中2000年以来收到的通报数占总数的86.2%;累计生效的区

域贸易 协 定 有361个,其 中2000年 以 来 生 效 的 区 域 贸 易 协 定 占 总 数 的

80.3%。② 在近年来生效的大型自由贸易协定中,涵盖的领域日益广泛,成员

相互交叉。例如,2018年12月正式生效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CPTPP)除了涵盖商品和服务贸易,还涵盖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竞
争政策、电子商务、环境和劳工等多个领域,其中服务领域的开放涵盖金融、电
信、教育和医疗等多个领域。尽管中国尚未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但中国与该协定成员中的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文莱、马
来西亚和越南同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并且中国还与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员中的澳大利亚、智利、新西兰、新加

坡和秘鲁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美国虽然退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的前身———《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但与《全面与进步

跨太平 洋 伙 伴 关 系 协 定》成 员 中 的 加 拿 大 和 墨 西 哥 签 署《美 墨 加 协 定》

04

《国际政治研究》
 

2024年
 

第1期

①

②

数据来自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https://stats.wto.org,2024-01-05。
数据来自世界贸易组织RTA数据库,https://rtais.wto.org/UI/PublicMaintainRTAHome.aspx,

2024-01-05。纳入统计的RTA数量包括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参与的所有双边、区域和其他多边贸易协定。



(USMCA)。此外,作为欧洲国家,英国已于2023年7月获准加入《全面与进

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不断拓展的全球制度网络使制度的复杂性问题日益凸显。一些学者开始

注意到制度的相互重叠问题,并提出机制复合体和机制复杂性概念。① 关于制

度之间的关联性,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维诺德·阿格瓦尔

(Vinod
 

K.
 

Aggarwal)将其分为平行制度(parallel
 

institution)、重叠制度(o-
verlapping

 

institution)与嵌套制度(nesting
 

institution)三种类别。其中,平行

制度是指制度之间相互没有交集,重叠制度是指某一领域存在互不排斥的多

种制度,嵌套制度则是指各种制度嵌入在一个同心圆中。② 这意味着各种制度

之间既可能通过建立彼此之间的链接产生协同效应,也可能因彼此之间的差

异而导致利益冲突并给相关各方带来利益损失。因此,为避免制度差异可能

造成的利益冲突,世界各国都需要推动制度的外延型开放,不断打通不同领域

之间和不同国家之间的制度壁垒。

(三)
  

制度外延型开放的问题与方向

由于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日益盛行,很多国家的政策内顾倾向加重,推动

建立的国际制度呈现日益明显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在此背景下,尽管区域贸

易协定的数量大幅增加,但由于存在日益严重的歧视性,这些区域贸易协定不

仅未能塑造经济全球化的强劲动力,还造成了全球经济日益严重的分裂。当

前,歧视性区域主义(discriminatory
 

regionalism)正在全球兴起和扩散,筑高了

阻碍国际经济交往的围墙,经济全球化因此遭受了重大挑战。③ 一些国家推出

“近岸外包”“友岸外包”,滥用安全审查和经济制裁,将身份政治置于市场原则

之上,制造了逆全球化的制度壁垒。一些发达国家甚至以所谓的“去风险”政
策为名,有选择性地开放市场,推动与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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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的普遍适用性和复杂性不断提升的经济全球化新阶段,制度的外

延性开放的主要路径是推动制度之间的对接。一方面,在不同领域之间构建

相互协同的制度网络。经济全球化提升了世界各国之间经济交往的深度,也
使贸易、投资、金融、货币、技术等各个议题领域高度联动,全球经济日益呈现

“深度一体化”(deep
 

integration)的趋势。相对于消除关税与配额等边境壁垒

的“浅层一体化”(shallow
 

integration),深度一体化取消了区域贸易协定中的

技术标准、竞争规则等领域的歧视性或多余的内部规定,使区域制度安排与各

成员的多边义务一致。① 同时,深度一体化既包括促进自由贸易的政策,也包

括促进生产一体化的政策。② 因此,对接和整合不同领域的制度和政策,符合全

球化新阶段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在不同国家之间构建相互协同的制度网络。

从制度的非成员来看,制度对接就是根据要加入的制度要求不断进行自我调整

和变革,使自身的制度水平符合准入要求并成为其中一员;从制度的成员来看,

制度对接就是不设置排他性的制度壁垒同时留有对接更高水平制度的空间。

四、
  

“再全球化”与新型全球化的制度逻辑

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日益严重的负面影响并面临严峻挑战是一

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困扰当今世界的各种问题并不是经济全球化这柄“双刃

剑”的必然产物,经济全球化仍在给世界创造巨大的发展机遇。经济全球化深

入发展的动力及其积极效应依然存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使世界经济退回到

相互孤立的旧时代。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经济全球化,而是

要什么样的经济全球化,如何实现那样的经济全球化。对此,新时代中国推动

新型全球化的方案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③稳步推进规则、规制、管理、

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发

展。其理论逻辑在于,通过制度变革实现制度均衡,塑造经济全球化的新动力。

(一)
  

“再全球化”与国际制度的重塑

从外在表现来看,经济全球化正在遭遇逆流挑战,并在局部呈现逆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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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态势。逆全球化是一种“与经济全球化相背、国际合作和相互依赖逐渐

消减的全球性发展趋势”。①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措

施远高于贸易自由化政策。根据全球贸易预警(Global
 

Trade
 

Alert)机构发布

的全球贸易干预措施统计数据,在2008年11月至2024年1月期间,各国政府

实施的歧视性政策措施约为5.17万项,约为有助于商业活动的政策措施的总

数的5.2倍。② 在此背景下,国际经济交往的阻碍增加,动力明显下降,全球经

济的“逆全球化”挑战不断加大。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统计

数据,2008年至2022年,全球货物出口额增速的平均值为4.0%,较1995年至

2007年的平均值下降6.1个百分点;2008年至2022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

入额增速的平均值为0.7%,较1997年至2007年的平均值下降19.4个百分

点。③ 目前来看,世界尚未经历广泛的逆全球化,但如果这种态势持续下去,未

来可能会带来危险的地缘政治后果。④

从内在逻辑来看,经济全球化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并进入“再全球化”的发

展新阶段。所谓“再全球化”,简单来讲,就是重新设计全球化的路线图,其核

心在于重塑国际制度体系。近年来,在全球化遇到阻力时,重塑国际制度的动

力却有所增强。与此前不同的是,现行国际制度体系的主导国并不希望与新兴

大国共同重塑全球多边制度,而是转向双边或区域路径来重塑全球制度。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积极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一大型区域自由

贸易协定谈判,目的就在于“书写21世纪贸易规则”。⑤ 美国要求新兴伙伴加入

其阵营也是为了塑造以美国规则为基础的区域和全球秩序。⑥ 面对新兴大国,美

国政策的主要方向是制定并推广对自身更为有利的、非中性的国际规则,并最大

限度地用其来约束或限制竞争对手,这是再全球化的重要表现之一。⑦ 同时,一

些曾被动接受现行国际制度体系的国家,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和争取国际话语权,

也在积极推动甚至引领国际制度重塑进程。通过机制和规范调整并增强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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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惠性,减少和化解逆全球化的阻力,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同诉求。①

总之,在一些传统领域,经济全球化放缓了脚步,甚至在一定时期和条件

下出现退潮,但在制度层面的全球化却随着越来越多新制度的形成与扩散日

益深化,并将对世界带来更加深刻的影响。在可能较为漫长的“再全球化”进

程中,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保障的全球制度将面临改革和重塑,全球要素和资源

将面临重新配置,全球分工体系将面临系统性重组,从而达到合理分配全球化

收益的新的制度均衡。

(二)
  

制度型开放与新型全球化

面对频繁发生的全球性危机,全球化的向前发展面临重大挑战,并引发了

人们对全球化问题的反思。② 经济全球化发展在本质上具有非均衡的性质,并

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平等的国际地位和经济

收益。③ 制度型开放就是通过建立更加开放的制度和推进制度之间的对接和

协调来寻求新的全球制度均衡。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经济治

理赤字加重,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制度型开放推进不力,全球经济的制度型保障

严重缺失。在此意义上,制度型开放是迈向新型全球化的必然路径。

在全球化主体层面,新型全球化的制度体系有利于实现全球化的所有参

与者的利益均衡。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受到损失的利益集团,随着利益损失

的不断积累,便会日益成为逆全球化的发动者、倡导者和支持者,并反对由全

球化带来的要素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④ 2022年,全球前1%的超富裕阶层的

财富占全球财富的比例为44.5%,尽管较上年度有所下降,但仍高于疫情前的

2019年;同时,占全球成年人口52.5%的人群拥有的财富占全球成年人口财

富总额的比例仅为1.2%。⑤ 但是,这些问题不是出在效率层面,而是出在红利

的分配层面,既包括国家之间的分配,也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⑥ 全球制度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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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损害部分国家和群体发展利益的手段。在市场运行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
贸易自由化会造成生产率下降和失业增加,因此,重塑贸易制度的原则是保障市

场的开放,是为了所有国家而不仅仅最强大经济体的利益。① 在国家内部亦是如

此。与发展中国家开放贸易,也会降低发达国家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如果政府不

对整体收益进行再分配,非技术工人的实际收入就会下降;一些发达国家内部的

问题并不在全球化本身,而是其政府未能建立调整全球化分配效应的有效制

度。② 因此,通过有效的贸易补偿、援助和救济机制去改善在自由贸易中利益受

损群体的福利,就能够实现经济全球化收益的“帕累托改进”,从根本上讲,就是

要推动以发展为导向、强调包容性增长、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新型全球化。③

在全球化客体层面,新型全球化的制度体系有利于实现各个领域的利益

均衡。一方面,在任一领域,各方的利益失衡都可能会阻碍全球化的发展。有

研究表明,一国贸易利益受损和贸易失衡会导致其采取逆全球化的政策;④另

一方面,也要综合考虑不同领域的利益均衡。例如,美国在享受美元作为国际

货币体系中主导货币带来的特权收益时,就必须承担因输出美元而造成的贸

易逆差。⑤ 美国以贸易逆差为名对外挑起“贸易战”无疑是霸权逻辑的体现。
总之,面对当前经济全球化底层运行的制度弊端,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全

球政治经济制度体系具有前所未有的紧迫性。针对引发质疑全球化的全球财

富分配不均,世界各国要共同制定更合理的全球治理游戏规则,让全球化的分

配更公平合理。⑥ 新型全球化就是要实现全球经济之治,核心在于要以平等为

基础,确保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以开放为导向,坚持理念、政策、机
制开放,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以合作为动力,共商规则,共建机

制,共迎挑战;以共享为目标,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⑦

54

制度型开放与“再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Joseph
 

E.
 

Stiglitz
 

and
 

Andrew
 

Charlton,
 

Fair
 

Trade
 

for
 

All:
 

How
 

Trade
 

Can
 

Promote
 

Develop-
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Joseph

 

E.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W.W.Norton,
 

2002.
 

Joseph
 

E.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Revisited:
 

Anti-Globalization
 

in
 

the
 

Era
 

of
 

Trump,
 

New
 

York:
 

W.W.Norton,
 

2017.
盛斌、黎峰:《逆全球化:思潮、原因与反思》,《中国经济问题》2020年第2期,第3—15页。
高运胜等:《贸易失衡引致了“逆全球化”吗: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国际贸易问题》2021年第9

期,第1—16页。
袁冬梅、刘海云:《美元特权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影响探析》,《国际贸易问题》2007年第1期,第102—

107页。
郑宇:《多面全球化:国际发展的新格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355—374页。
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

日报》2016年9月4日,第3版。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February

 

2024 Vol.45
 

No.1

FOCAL
 

TOPIC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Globalization,
 

and
 

Geopolitics

Toward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Tian

 

Ye (9)…………………………………………………………………
Competition

 

is
 

the
 

act
 

of
 

fighting
 

between
 

actors
 

for
 

the
 

acquisition
 

of
 

scarce
 

goods,
 

with
 

the
 

goal
 

of
 

outperforming
 

each
 

other.
 

As
 

a
 

fundamental
 

form
 

of
 

interaction
 

between
 

state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takes
 

place
 

in
 

a
 

number
 

of
 

areas.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reflects
 

the
 

constraints
 

imposed
 

on
 

the
 

state
 

by
 

the
 

geographical
 

system,
 

which
 

is
 

the
 

basic
 

natural
 

environment
 

that
 

human
 

beings
 

must
 

face.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are
 

competition
 

in
 

the
 

physical
 

system
 

and
 

the
 

belief
 

system
 

used
 

by
 

the
 

state
 

to
 

achieve
 

its
 

goals.
 

With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have
 

emerged
 

in
 

the
 

world
 

of
 

offensive
 

realism,
 

defensive
 

realism,
 

and
 

partial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States
 

compete
 

in
 

geographical,
 

technological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spheres
 

because
 

of
 

the
 

increasing
 

returns
 

in
 

these
 

areas.
 

These
 

types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coexist
 

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resul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territorial
 

supremacy,
 

the
 

struggle
 

for
 

international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the
 

weapon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Opening
 

up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lobalization 
Xu

 

Xiujun (28)………………………………………………………………
Currentl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undergoing
 

profound
 

adjustments
 

and
 

has
 

entered
 

a
 

new
 

development
 

phase
 

of
 

re-
globalization,

 

which
 

reshapes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key
 

to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lies
 

in
 

opennes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requires
 

both
 

“open
 

institutions”
 

and
 

“opening
 

up
 

of
 

institutions”
 

that
 

are
 

compatible
 



with
 

it.
 

Institutional
 

opening
 

up
 

includes
 

connotative
 

and
 

extensive
 

ones.
 

Connotative
 

opening
 

up
 

aims
 

to
 

achieve
 

the
 

orderly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and
 

dynamic
 

adjustment
 

of
 

member
 

rights
 

and
 

interests
 

by
 

continuously
 

breaking
 

through
 

the
 

self-locking
 

of
 

institutions;
 

extensive
 

opening
 

up
 

aims
 

to
 

build
 

a
 

globally
 

coordinated
 

institutional
 

network
 

by
 

continuously
 

promoting
 

the
 

alignment
 

between
 

institutions.
 

In
 

the
 

potentially
 

lengthy
 

process
 

of
 

re-globalization,
 

the
 

global
 

institutions
 

that
 

promot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ill
 

be
 

reformed
 

and
 

reshaped,
 

global
 

factors
 

and
 

resources
 

will
 

be
 

reallocated,
 

and
 

the
 

global
 

division
 

of
 

labor
 

will
 

be
 

systematically
 

reorganized,
 

so
 

as
 

to
 

achieve
 

a
 

new
 

institutional
 

equilibrium
 

for
 

the
 

rational
 

distribution
 

of
 

the
 

benefits
 

of
 

globalization,
 

and
 

to
 

realize
 

good
 

governance
 

in
 

the
 

global
 

economy
 

that
 

is
 

based
 

on
 

equality,
 

guided
 

by
 

openness,
 

driven
 

by
 

cooperation,
 

and
 

aimed
 

at
 

sharing.

Competitive
 

Pressure
 

and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Institutional
 

Opening
 

Up
Zhu

 

Jiejin (46)………………………………………………………………
Institutional

 

opening
 

up
 

is
 

one
 

of
 

the
 

main
 

strategies
 

of
 

China's
 

high-level
 

Opening
 

Up.
 

China
 

has
 

taken
 

different
 

levels
 

of
 

institutional
 

opening
 

up
 

in
 

confronting
 

internationally
 

accepted
 

rules.
 

The
 

competitive
 

pressure
 

and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y
 

are
 

two
 

determinants
 

of
 

the
 

level
 

of
 

China's
 

institutional
 

opening
 

up.
 

In
 

opposing
 

money
 

laundering,
 

the
 

strong
 

competitive
 

pressure
 

coming
 

from
 

China's
 

enterprises
 

hoping
 

to
 

access
 

the
 

U.
S.

 

financial
 

market,
 

and
 

the
 

high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FATF's
 

40+9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China's
 

domestic
 

rules
 

make
 

China
 

take
 

a
 

high
 

level
 

institutional
 

Opening
 

Up.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strong
 

competitive
 

pressure
 

coming
 

from
 

China's
 

access
 

to
 

WTO,
 

and
 

the
 

low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OECD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hina's
 

SOE
 

governance
 

rules
 

make
 

China
 

adopt
 

a
 

middle
 

level
 

institutional
 

Opening
 

Up.
 

In
 

export
 

credit,
 

the
 

weak
 

competitive
 

pressure
 

and
 

the
 

low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the
 

Gentleman's
 

Agreement
 

on
 

Export
 

Credit
 

and
 

China's
 

institution
 

on
 

policy-oriented
 

finance
 

make
 

China
 

adopt
 

a
 

low
 

level
 

of
 

institutional
 

Opening
 

Up.

Financial
 

Politics:
 

A
 

New
 

Research
 

Agenda
 

under
 

the
 

Return
 

of
 

Geopolitics
Zhang

 

Falin (65)……………………………………………………………
Finance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field
 

and
 

direc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
 

Financial
 

studies
 

in
 

IP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