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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工業國同意一致應付中國挑戰？

• 4月5日，七大工業國集團貿易部長同意一致應付中國的挑戰，主要
是針對中國對進出口的限制和關稅。

• 日本是今年七大工業國集團的主席，日方指出，中國越來越多利用
其經濟影響力作為外交籌碼。

• 例如在澳洲呼籲調查新冠肺炎的起源之後，中國限制從澳洲進口煤
炭、葡萄酒、大麥……等。

• 立陶宛加強與台灣關係，中國便對立陶宛進行經濟制裁。

• 2010 年，由於東海局勢緊張，故此中國切斷了出口稀土到日本。



中國禁止出口稀土技術
• 中國已經減少出口稀土，並

且正在考慮禁止出口某些關
於開採和提煉稀土的技術，
此舉將可以抵銷美國高科技
領域的優勢。

• 歐洲並沒有開採稀土，在
2021年，歐洲98%的稀土都是
進口自中國。美國只有一個
稀土礦場在加州沙漠。

• 2016年中國在全球稀土的市
場佔有率是83%，之後逐年下
降，但在去年回復至70%。



中國發展新一代電池

• 中國努力地推動新一代電池技術，可以用於電動汽車和成為可再生能源 。

• 中國在鈉離子電池方面發展神速，預計將來可以取代今天的鋰離子電池，鈉
是一種豐富的資源，雖然其容量低於鋰離子電池，但成本降低 60% 至 70%。

• 在過去10年，中國擁有超過全球一半關於電池技術的專利權。

• 中國擁有5486個專利權，日本緊隨其後，擁有1192 ，美國第三，只有719。

• 歐盟不想受制於中國，計劃到 2027 年逐步停止使用中國電池，並尋求在瑞
典和其他地方開發新的稀土來源，而不是依賴中國進口。



中國的一條龍服務：垂直全球化

• 中國最近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
二大汽車出口國，比亞迪和上汽

等汽車製造商開始購買自己的船

隻，將汽車運往世界各地。

• 中國不想再依賴西方航運公司，
而是發展自己的汽車供應鏈，推

動一條龍服務，亦即是「垂直全

球化」。



世界格局開始大變？

• 無論七大工業國會否建立起對中國立
場一致的經濟政策，由美國主導的晶
片同盟已經是事實，許多歐美東亞的
跨國公司採取新的企業戰略，那就是
「中國加一」，一方面仍然保持在中
國的工廠，另一方面分散供應鏈在世
界其他地區，例如印度和越南。

• 中國在稀土出口、發展電池方面亦採
取了主動的對策 ，並且為了擺脫依賴
外國而發展出垂直供應鍊。

• 但這種關係似乎若即若離、欲斷難斷。



日本宣布禁制令，但隨即「補鑊」

• 三月下旬，日本宣布將限制出口23 種半導體製
造設備，只有42個國家才能夠進口這些高端科技，
而中國不在其中，這政策與美國的措施完全一致。

• 發表了這個非常刺激中國的宣告之後，日本外務
大臣林芳正馬上在四月初訪問中國，一天之內會
見了三位中國高層，包括了中國外長秦剛、中國
總理李強和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共外事辦主任王
毅。

• 林芳正要求中國釋放涉嫌間諜罪而被捕的日本製
藥公司員工，雙方討論怎樣妥善處理中日矛盾。



馮德萊恩和馬克龍的對比

• 最近法國總統馬克龍訪華三天，在行程前
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先後發表了
對中國立場強硬的措辭，她表示不認同中
俄無上限的友誼，警告若果中國支持俄羅
斯，這樣會嚴重損害中國與歐盟的關係。

• 馬克龍的態度十分溫和，他帶領空中巴士
及法國電力公司等五十多名法國企業代表
到中國發掘商機，行程結束前，中方同意
向空中巴士購買160架飛機。
• 這是不是兩人協調了一個唱黑臉、一個唱
白臉呢？



美國不願意放棄商機

• 一方面，過去美國制裁中國電訊商華為，最近又組成晶片聯盟，防止高端半導
體技術流入中國，現在醞釀禁止TiK ToK。

• 另一方面，美國商務部兩名高級官員將會在四月中訪問中國，討論雙邊貿易，
並且為部長雷蒙多訪華做好準備，雷蒙多表示要推動落實2020年與中國達成
的貿易協議，例如中國承諾購買波音飛機。

• 美國電動車製造商特斯拉（ Tesla）將於上海興建首個海外超級儲能電池工廠，
在上海舉行的簽約儀式十分隆重，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長及特斯拉高級副總裁

出席了簽約儀式。



去全球化是禍是福？

• 以目前的趨勢看來，雙方並不會全面決裂，全面去全球化在可見將
來發生的可能性很少。

• 但局部去全球化，不同集團組成自己的供應鍊、貿易聯盟又會對世
界造成什麼影響呢？

• 在過去不斷有反全球化的聲音，現在去全球化似乎是願望成真，不
過，以往反全球化的理由並不是今天所發生的現象，現在是國家安
全的考慮和大國博弈。

•過去反全球化的理據是什麼呢？



全球化及其不滿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1994）
• 全球化缺乏透明度、民主問責制和對普通民眾
福祉的關注。

•造成對全球化負面影響的政策和機構包括自由
貿易協定、金融自由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世界銀行等。

•替代方案包括改革國際金融機構、令到決策過
程更民主。



虛假的黎明

•約翰格雷（2000）
• 將英美式自由市場強加於世界會造成災難，其
規模可能與蘇聯共產主義相當。

• 新自由主義推動的全球自由市場體系未能兌現
為所有人帶來繁榮和自由的承諾，相反，全球
化加劇了財富不均、助長政治和社會不穩定。

•我們錯誤地理解「進步」的觀念，以為經濟發
達就是進步，我們應該推動一種更加平衡和可
持續的經濟發展方法。



盜竊了豐收

•萬達納舒娃（ 2000）

• 在全球化下，跨國企業利用知識產權法壟斷了
農業技術，農業工業化導致了喪失生物多樣性，
傳統耕作方式被淘汰，農民失去經濟來源。

•農業發展應該朝着可持續的路向前進，傳統農
業社區應該受到保護，而且決策過程應該民主
化。



帝國

• 邁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內格里（ 2001）
• 傳統的帝國主義已經不復存在，但新帝國通過全
球化、金融、科技、傳播媒介控制全世界。

• 反全球化抗議運動很重要，因為它挑戰了帝國的
話語權，並提供了一個公平世界的願景。

• 作者提出建立一個由具有共同掙扎和理想的人組
成的全球網絡，去對抗新帝國。

• 這說法有點類似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世界革命。



另一個可能的世界，如果……

•蘇珊喬治（ 2004 ）

• 新自由主義推動自由貿易、放鬆管制，
它導致了 全世界日益嚴重的貧困、財富
不均、破壞生態環境。

• 企業和金融業 影響了經濟政策，加劇這
些問題。

•喬治提出解決方案，例如實施累進稅、
支持工人權利、增加公共服務、促進公
平貿易和保護環境。



去全球化

•瓦爾登貝洛（ 2004）
•觀點和上述作者大同小異。



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

• 全球化好像是「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在
發達國家裏面，工人認為因著離岸生產，自己的飯
碗被外國人搶走；在發展中國家裏面，薪水微博的
工人認為自己受到剝削。

• 很長時間裏面美國維持低通脹率，大多數價廉物美
的產品都在中國這世界工廠生產，很多中國人因而
脫貧，但有些中國人對筆者說美國剝削中國。

• 反全球化示威先後在多個國家的城市爆發，例如西
雅圖（1999）、熱那亞（2001）、坎昆
（2003）、香港（2005）、漢堡
（2007）……。



全球化的神話

•奧尼爾指出過去人們對全球化錯誤地理解。

• 全球化從未像人們想像中那樣廣泛和具有變革
性，這是區域性的，生產分工和國際貿易主要
集中在亞洲、歐洲、北美三大區域。

• 一直以來國際貿易和供應鍊只是區域化
（regionalization），而不是全面全球化。

•當前的技術、人口和地緣政治趨勢只會加深這
些區域性聯繫，現在是全球化的重整
（reglobalization）。



結語

• 筆者同意奧尼爾的說法，過去所謂全球化其實是區域化，只有部份國家
是最大得益者，例如美國公司情願老遠地將生產線搬到中國，而不是在
中南美洲大舉投資，這些國家的人民並沒有因着全球化而脫貧，大量非
法移民因為生活艱難而湧入美國。

• 中美雙方都可能因着重整全球化、區域化而得到好處，例如中國可以發
展自主技術，美國可以考慮將一部份工廠設在中南美洲，舒緩非法移民
問題。

• 但是，就好像過去反全球化運動一般，無論重整全球化、區域化帶來什
麼結果，人們只會注意到其負面影響和對它嚴厲批判，烏托邦情意結是
揮之不去的。



問題與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