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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

弗里·萨克斯和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学教

授米尔斯海默在一场活动上进行对谈。当

他们讨论到中国时，杰弗里·萨克斯态度鲜

明地指出，中国的崛起不是美国的威胁，而

是美国的机遇。

杰弗里·萨克斯引用了不少案例来阐

述自己的观点。当谈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时，他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让所有人变

得更富裕，让我变得更富裕，让美国、世界

以及中国自身变得更富裕。”

谈到那些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的观点

时，他认为：“如果你关心科技发展、加利福

尼亚州以及（世界的）和平与未来，你应该

支持中国。”

在经济学界，杰弗里·萨克斯素以坚

定支持自由贸易著称。他这两段表述的

意思很明确：自由贸易是促进人类社会整

体福祉的最好选择，如果美国试图用贸易

保护主义保护本土就业，是“丢了西瓜、捡

了芝麻”。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大约 200 年前，葡萄牙的橙子大量进

口到法国，并以更好的口感、更低的价格受

到法国民众欢迎。但是一位名为毕吉欧的

法国议员，却以保护本国果农利益为借口，

主张对葡萄牙橙子征收高额关税。当时，

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对毕吉

欧大加批评。他认为，毕吉欧的主张会迫

使法国人放弃又便宜又好吃的葡萄牙橙

子，转而购买价格更贵的本地橙子，从而

侵 害 公 众 利 益 。 他 质 问 道 ：

“所有这些关税中，

哪一条保护了穷人的利益？”

巴斯夏出生于 1801 年，17 岁便继承了

家族的出口贸易事业。由此，巴斯夏的一

生都在关注贸易，也坚定支持自由贸易。

在一篇名为《丰裕和稀缺》的文章中，他开

篇就提出了一个“灵魂之问”：“丰裕或稀

缺，人们更喜欢哪个？答案看似明显：当然

是丰裕，难道会有人认为稀缺是人类福祉

的基础？”

紧接着，他执笔为剑，直指贸易保护

主义者：丰裕更好，本是常识，但贸易保护

主义者却打着为了民众利益的旗号制造

稀缺，反对丰裕。当他们看到更多进口商

品时，就开始叫嚣“我们简直被外国商品

淹没了”，一定要加征关税阻碍外国商品

进口。进口商品变少了，不就等同于公众

的消费选择变少了吗？这不就是制造稀

缺吗？

联 想 到 一 些 西 方 政 客 如 今 指 责“ 中

国产能过剩倾销他国”，我们完全可以用

巴 斯 夏 的 观 点 进 行 回 应 ：这 些 人 不 也 是

打着为了民众利益的旗号，反对丰裕、制

造稀缺吗？

不过，是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丰裕呢？

也不尽然。比如，一些目光短浅的生产者

就热爱稀缺，因为稀缺可以让他们的产品

卖出更高的价格。因此，总有一些人巴

不 得 把 所 有 外 国 商 品 赶 出

去 ，只 留 下 他 们

自己成为唯一拥有生产资格或权力的人，

从而轻松占据市场主导地位。但是，这样

的愿望显然与消费者的福祉对立。对于这

个问题，巴斯夏旗帜鲜明地指出：政策制定

者不能仅仅从个别生产者利益的角度来思

考问题、制定政策，而要从社会的方方面面

考虑整体的、长远的利益。

这 是 不 是 和 杰 弗 里·萨 克 斯 的 观 点

很像？——贸易保护主义也许能让一些

特 定 群 体 保 住 其 工 作 岗 位 ，但 是 却 阻 碍

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伤害了大部分人

的利益。

巴斯夏还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另一种

在今天依然非常常见的贸易保护借口——

“公平生产条件”。有人声称，一些国家的

进口商品成本低，竞争优势过于明显，对于

本地商品是不公平的，因此“必须要施加各

种限制措施，实现同等的生产成本”，促进

“公平贸易”“公平竞争”。

对此，巴斯夏批驳道：“同等生产条件”

的说法，本就破坏了贸易的基础，因为商品

的差异正是贸易的基础和动力。此外，加

征关税等贸易限制措施也不会实现所

谓的“同等生产条件”，正

如 加 征 关 税 不

会使里斯本的阳光变暗，从而消除葡萄牙

橙子的生产优势。“生产条件是不会因贸易

保护主义变化的，真正变化的是销售条件，

加税的结果只是商品销售价格更高了，成

本最终会转嫁给消费者，降低他们的生活

水平。”

巴斯夏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对他的

观点进行了总结：“种种所谓公平贸易的要

求，无非是在说，你们的马比我们的马跑得

快，所以要砍断它的一条腿，让它和我们一

样慢，这才叫公平。”

巴斯夏写下这些文字的年代，距今已

快 200 年了。在此期间，全球贸易已经实

现了巨大的进步，但是，贸易保护主义的

谎言也被编织得越来越精致，一些西方政

客甚至操弄起“国家安全”的借口，使其大

行其道。不过，杰弗里·萨克斯和巴斯夏的

论 述 让 人 们 清 楚 地 看 到 ：贸 易 保 护 主 义

者 的 借 口 再 多 ，也 不 会 改 变 其 本

质——与社会民众的根

本利益相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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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 勇

贸易保护主义是在制造稀缺

当 数 字“ 遇 到 ”贸 易 ，会 擦 出 怎 样 的

火花？

中国消费者通过购物平台下单一盒

韩国面膜，这是跨境电商；海外用户在网

上付费体验《黑神话：悟空》，这是文化出

海；还有随手一点就能完成的线上支付、

依托海陆空三维立体物流基础设施运送

的包裹——今天的世界，已然在数字编织

的网络中连为一体。

《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 2024》显示，

2021 年至 2023 年，全球数字贸易规模从

6.02 万亿美元增至 7.13 万亿美元，年均增

速高达 8.8%。

商品贸易跨越时空

曾经，古丝绸之路上的驼铃声，标志着

贯通东西方的商贸往来之路从此打通；如

今，跨境电商的崛起，则描绘出新时代“买

全球、卖全球”的新图景。

与传统货物贸易相比，跨境电商能帮

助全球商品更方便地突破地域的限制，在

更短时间内完成更大范围的供需匹配。在

这个过程中，不仅发达经济体的消费者能

够以更低廉的价格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优

质商品，众多发展中经济体也凭借自身独

特的比较优势，在国际货物贸易中占据了

一席之地。

相 较 于 其 他 地 区 ，非 洲 电 商 起 步 较

晚，但潜力巨大。尤其是最近几年，非洲

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人

力物力，为当地数字贸易发展铺平了

道路。

以中非贸易为例，越来越

多的中国商品、中国服务走进

了非洲家庭，中国市场也向

广大非洲国家敞开了怀抱。有个红遍中非

社交媒体的视频正是这一幕最好的诠释。

当时，卢旺达驻华大使来到中国直播间带

货，结果，数千公斤卢旺达咖啡豆仅仅几十

秒后就宣告售罄。大使被这样的“中国速

度”惊出了“表情包”，瞪大眼睛呆愣了半晌

后才不好意思地补充道：“我们运咖啡豆的

飞机应该还在（卢旺达的）机场，没来得及

起飞呢。”

亚洲则是与中国签署电子商务合作备

忘录最多的地区。哈萨克斯坦驼奶粉、巴

基斯坦玫瑰盐等优质产品在中国纷纷成为

“国别爆款”，既扩大了“丝路电商”伙伴国

的出口规模，也为更多中国消费者带来了

足不出户买全球的便利。

服务贸易触手可及

和商品贸易一样，如今，服务贸易也成

为拉动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引擎。尤其是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快速

发展，互联网医疗、在线教育、远程办公等

数字化新业态按下快进键。

数据显示，2023 年，全球数字化交付

服务出口额达到 4.25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9%，占全球服务出口的 54.2%，规模再创历

史新高。

爱尔兰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作为

一个中小型经济体，爱尔兰在全球服务贸

易出口排名中一直名列前茅。究其原因，

爱尔兰服务业较为发达，其中，以教育、金

融和科技服务为主导的服务贸易竞争优势

明显，占该国贸易的比重长年维持在 60%

以上。

爱尔兰有两个美称，一个是“翡翠岛

国”，指其环境优美、风光绮丽；另一个是

“欧洲硅谷”，因为爱尔兰是全球重要的计

算机和信息技术服务出口国。爱尔兰投资

发展局的数据显示，科技行业每年为该国

创造超过 350 亿欧元的出口收入。

为进一步推动相关产业发展，爱尔兰

政府自 2012 年起开始推行“信息通信技术

技能行动计划”，并专门针对人工智能、增

强现实和虚拟现实、机器人、物联网、网络

安全等需求缺口较大的领域培养高级人

才。爱尔兰公共科研机构也在人工智能、

数据分析、半导体工艺等高科技领域加大

投入，力争与企业研发中心形成优势互补，

产学联动。此外，爱尔兰业界还建立了各

种形式的产业投资基金。

规则体系亟待完善

在今年举行的第三届全球数字贸

易博览会上，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

维拉通过视频致辞表示，数字

化转型给许多国家带

来 了 发 展 新

机遇。但同时，“数字鸿沟”依旧存在，许

多发展中国家仍处于“数字经济发展的边

缘”。世贸组织正在努力为全球数字贸易

发展创造“可预见的环境”，包括技术、资

金和规则等。

事实上，近年来，全球相关领域专家就

如何创造“可预见的环境”进行了大量研

究。目前学界的一个普遍共识是，相较于

技术、资金等相对直观的问题，全球数字

贸易规则体系不完善的问题更具有隐蔽

性，伤害性也更大。

和传统意义上的国际贸易需要更加

开放的国际市场体系一个道理，数字贸

易 的 发 展 也 需 要 健 康 、开 放 的 数 字 市

场。然而，各国对于数据流动和治理的

观点不一，在技术赋能、数据牵引、网络

安全、平台责任、监管规则等一系列领

域存在较大分歧。

另有专家指出，当前最迫切的问

题是要制定数字贸易的全球性规则，

也就是说，要把参与数字贸易各方的

权责利划分清楚。

好 消 息 是 ，目 前 已 有 多 个 经 济

体意识到了全球性规则的重要性，

超过 120 个国际经贸协定中包含数

字相关规则，覆盖 110 多个国家和

地 区 。 然 而 ，以 形 成 全 球 性 规 则

为 目 标 ，前 路 依 旧 漫 长 。 站 在 当

下这个时间节点上，加强沟通、化

解 分 歧 、凝 聚 共 识 ，为 数 字 贸 易

健康发展划定“跑道”，甚至比大

步快跑更重要。

当 数 字 遇 到 贸 易
吉亚矫

自 2019 年 4 月遭火灾严重损

坏后，巴黎圣母院历经 5 年修复，目

前主体重建工作已完成，从 12月 8日

起重新对公众开放。

巴黎圣母院官方特别指出，此

次重新开放并不意味着修复工作已

结束。彩绘玻璃全部修复和安装预

计到 2026 年完成，对飞扶壁和穹顶的

加固、后殿和圣器收藏室的修复等工

作则将持续至 2030 年左右。

据法国媒体报道，过去 5 年里，巴

黎圣母院共收到来自约 150 个国家和

地区的 8.46 亿欧元捐款，全部用于重建

工作。目前重建已花去约 7 亿欧元，剩

余资金将用于后续重建工作。

此前法国文化官员曾建议巴黎圣

母院在重新开放后收取门票，收入可用

于资助法国宗教文化遗产保护。对此，

巴黎圣母院官方已明确表示，重新开放

的圣母院仍将免费，只有展示文物的珍宝

馆单独收费。

分析人士认为，修复巴黎圣母院是一

项复杂而艰巨的“世纪工程”，法国积累的

经验对世界其他历史遗迹重建具有重要借

鉴意义。

首先，在历史古迹的复原与创新之间

找到平衡。巴黎圣母院的重建原则确定为

在保持原貌的同时，赋予建筑“新的生命”。

此外，巴黎圣母院附近还将修建一座展示其

历史的博物馆。

其次，科技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法

国文化部介绍，火灾发生后，法国文化部与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联合启动了一项汇集多

个研究团队的修复与科研项目，从石料和灰

浆、木材和框架、建筑结构、金属、玻璃、声学、数字数据采集、人类

学 8 个方面开展研究，对巴黎圣母院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研究，为

修复重建提供翔实的数据和资料支持。

此外，修复团队采用三维扫描、无人机拍摄和虚拟现实等技

术，等比例精确完成圣母院三维虚拟模型，确保修复方案的精准

性，也大大加快了重建进程。在重建塔尖时，工

程 师 用 现 代 工 程

木 材 替 代 传 统 木

材，既保持了外观

的原始风貌，又大

大 提 升 了 结 构 的

稳 定 性 和 防 火 性

能 。 在 材 料 选 择

上，则优先考虑环

保材料，以减少对

环境的影响。

（据新华社电）

巴黎圣母院回来了

唐

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