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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经济不平等的现状

全球不平等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各国发

展道路发展阶段差异、国际援助等。[1]

1. 贫富差距：据联合国数据，近年来，全球贫富差距持续

扩大。一方面，全球最富有的少数人拥有越来越大的财富市场份

额，而贫困人口所拥有的财富相对较少。另一方面，贫困地区

和不发达国家的居民仍然面临生活水平低下、教育资源匮乏等

问题。

2. 收入分配不均：全球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严重，特别是在

发展中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收入差距在许多国家呈现出

扩大趋势。这种现象导致消费不足、内需不足，从而影响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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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是全球教育领域

面临的一大挑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优质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

大城市和发达地区，而贫困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教育水平相对较

低。这加剧了全球经济不平等现象。

二、全球经济不平等的影响

1. 经济发展不平衡：全球经济不平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某些国

家或地区比其他地区经济发展更快。这会导致某些国家或地区拥有

更多的资源和财富，而其他地区则相对落后。这种不平衡可能会导

致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的加剧。全球经济正面临人们的信心逐渐消

失的局面。对于那些现在饱受金融动荡威胁的国家来说，全球贸易

体系的破坏所带来的伤害将是巨大的，且避无可避。[2]

引言

全球经济不平等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但是

同时也导致了全球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全球经济不平等是指不同国家、地区、社会群体之间经济资源的分配不均。这种不平等不仅仅体

现在收入分配上，还包括就业机会、教育机会、医疗保健等方面的不平等。全球经济不平等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导致了贫困、疾

病、失业等社会问题的加剧，而且也影响了经济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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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不平等：全球经济不平等也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由于

某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快，他们的工资水平也更高。相比

之下，其他国家的工资水平则可能较低，这可能会导致贫困和不

平等的加剧。全球化对国家间的收入差距 取决于参与全球化进程

的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积极应战并健全相应的社会基础设施。如

果发展中国家未能 参与全球化或者相应的社会基础设施不健全，

全球化无疑会扩大全球收入分配差距。[3]

3. 机会不平等：全球经济不平等还可能导致机会不平等。由

于某些国家或地区拥有更多的资源和财富，他们的教育、医疗和

就业机会也更多。相比之下，其他地区可能缺乏这些机会，这可

能会导致贫困和不平等的加剧。

三、对社会公平与稳定的影响

1. 加剧社会不满情绪：全球经济不平等可能导致社会不满情

绪加剧，特别是对于那些受到贫困和不平等影响的人群。这种不

满情绪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和冲突，威胁社会稳定。

2. 影响政府政策：全球经济不平等可能会对政府政策产生影

响。政府可能会更加关注经济不平等问题，采取措施来缓解这种

不平等，例如提高最低工资、加强税收政策等。

3. 影响国际关系：全球经济不平等可能会对国际关系产生影

响。不平等可能会导致一些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影响国际

关系稳定。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进一步限制了国家进行财

富再分配的能力，同时使得很多公共财富逐步转移到私人手中。[4]

四、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

1. 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全球经济不平等最明显的影响之一是

发展中国家。由于发达国家拥有更多的资源和优势，他们往往能

够更快地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往往面临

缺乏投资、技术和人才等问题，导致经济发展缓慢。这种不平等

可能导致贫困、失业和社会不稳定等问题。

2. 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影响：全球经济不平等可能导致社会

和政治不稳定。当人们感到贫困和不平等时，他们可能会对政府

和现有制度感到不满，这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和政治冲突。此外，

不平等也可能导致社会分裂和不和谐，影响社会凝聚力和文化

和谐。

3. 全球治理的影响：全球经济不平等对全球治理也产生了影

响。由于发达国家往往拥有更多的资源和能力，他们更容易影响

全球治理体系。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往往缺乏资源和能力，难

以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有效的作用。这可能导致全球治理体系的失

衡和不公平。

五、国际政策应对全球经济不平等

1. 提高教育水平：教育是减少全球经济不平等的关键因素之

一。提高全球教育水平，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教育水平，可以有效

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从而提高劳动者的竞争力，缩

小收入差距。各国政府应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并为女性提供平等

的教育机会。

2. 调整税收政策：税收政策是影响全球经济不平等的重要因

素。通过调整税收政策，可以实现财富再分配，降低贫富差距。

例如，提高高收入者的税收负担，降低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从

而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3. 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是保障人们基本生活的

重要制度。通过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可以有效降低社会贫困率，

提高全球经济不平等问题得到缓解。各国政府应加大对社会保障

体系的投入，确保每个人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

4. 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全球经济不平等问题与经济发展结构

有关。各国政府应积极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新兴产业和高附

加值产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此外，

各国政府还应加强对传统产业的扶持和改造，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

5. 国际合作与区域发展：全球经济不平等问题需要各国共同

应对，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和区域发展，可以实现全球经济的均衡

发展。例如，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各国可以加强合

作，共同开发基础设施，提高互联互通水平，从而促进全球贸易

和投资，实现共同发展。

六、各国政府促进经济平等的政策

1. 提高最低工资：许多国家都制定了最低工资法，以确保工

人获得足够的收入。政府还可以通过提高工资倍数和加班补贴等

措施来加强劳动者的权利和福利。

2. 促进就业：政府可以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和提供培训等方式

来促进就业，从而帮助人们摆脱贫困并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

3. 加强税收政策：政府可以通过调整税收政策来促进经济平

等。例如，实行累进税制和征收高收入者更多的税收，以减少贫

富差距。

4. 社会福利政策：政府可以通过提供医疗、教育和住房等福

利政策来帮助弱势群体，从而减少经济不平等。

5. 加强监管：政府可以通过加强监管来确保市场公平竞

争，打击非法垄断和不公正商业行为，从而保护消费者和员工的

利益。

6. 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政府可以通过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促

进创新和科技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和提高收入水平。

7. 加强国际合作：经济不平等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各

国政府共同努力解决。政府可以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制定政

策和共享经验，促进全球经济平等和可持续发展。

七、经验借鉴与启示

1. 政策制定者需要采取积极措施来减少全球经济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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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全球经济制度，建构公正的全球经济秩序。[5] 这包括提高最

低工资、加强劳动标准和保护、扩大社会福利计划、减少税收负

担等。

2. 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可以提高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从而

减少不平等。但是，需要确保贸易和投资规则是公平和透明的，

以避免对小国家和劣势群体造成负面影响。

3. 需要加强国际金融体系，使其更加公正和透明。这包括改

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等国际金融机构

的治理结构，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和代表

性。既要重视金融发展，更要重视金融安全。[6]

4. 需要加强教育、培训和技能发展，以提高劣势群体的就业

和收入机会。同时，需要加强反歧视和反歧视法律框架，确保平

等机会的原则得到有效执行。

5. 需要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转型，从以资源消耗

和环境破坏为代价的“高速增长”模式转向以创新、可持续的新

模式。

八、我国在全球经济不平等问题中的角色与贡献

1. 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

作，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通过参与世界贸易组

织、G20、亚洲合作对话等国际组织，我国努力为全球经济治理提

供更加公正、合理的制度安排，以促进全球经济平等发展。

2. 促进国际贸易平衡：我国坚持和发展贸易自由主义，推动

国际贸易开放合作，促进国际贸易平衡发展。通过扩大进口、优

化出口结构、加强与国际经济合作等方式，我国努力维护国际贸

易体系稳定，为全球经济不平等问题的解决作出积极贡献。

3. 提高自身发展质量：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阶段，从高

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在此过程中，我国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

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全球经济不平

等问题的解决提供有力支持。

4. 加强南南合作：我国积极参与南南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

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增强抗风险能力。通过提供资金、技术、人

才等方面的支持，我国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从而在全

球范围内减少贫困与不平等现象。发展中国家通过节约能源和提

高技术获取 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巨大的。从逻辑上和全球视角看，

工业化国家 通过提供运用较为清洁和有效技术的激励可以使其财

政援助最优 化，帮助南方有效地超越环境污染、劳动密集型的工

业化阶段。 [7]

九、我国政策应对全球经济不平等的政策

1.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积极参

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

发展。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对基尼系数的变化有很大影响“一国的

人口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中国对世界收入分配的总体状况影响

很大，不仅是因为它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强劲增长而且因为

它拥有庞大的人口“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于缩小全球贫富差距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8]

2. 加强对外援助：我国通过对外援助，支持发展中国家改善

基础设施、提高生产能力、促进就业和减少贫困，增强发展中国

家的自主发展能力，从而缓解全球经济不平等问题。此外，我国

还积极参与国际援助合作，如“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世界各

国的经济合作，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政府必

须积极地寻求国际合作减少全球化“游戏”规则的不平等性。[9]

3. 扩大进口：我国通过扩大进口，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

给，满足国内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同时，扩大进口有

助于促进全球贸易平衡，减轻全球经济不平等问题。

4.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我国通过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扩大

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提高社会保障待遇，从而提高民众的生活质

量，降低全球经济不平等对民众的影响。改善居民收入与财富分

配，重在提高公共服务水平。[10]

十、结束语

全球经济不平等的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财富分配和机会分

配的不平等。其中，收入分配不平等是最直观的表现，导致贫富

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日益加剧。财富分配不平等则使少数人

掌握了大部分社会财富，而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机会

分配不平等则影响了个人发展和国家竞争力，进而导致社会发展

的不平衡。我们分析了全球经济不平等的原因，认为其主要包括

国际经济秩序、政策选择、技术创新和市场力量等方面。国际经

济秩序的不完善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竞争和利益冲突，政策选择的

不当导致资源配置扭曲，技术创新带来的产业变革加剧了经济不

平等，而市场力量的不规范则进一步加大了贫富差距。

参考文献

[1] 熊 金 武， 陈 建． 理 解 全 球 不 平 等： 基 于 经 济 史 视 角 的 反 思［J］． 经 济 家，

2019(10):75-83.DOI:10.16158/j.cnki.51-1312/f.2019.10.008

[2] 理查德·柯索尔 - 怀特．全球经济的根本弱点［J］．中国经济报告，2018(10):6.

[3] 赵 奉 军， 高 波． 全 球 金 融 危 机： 收 入 分 配 视 角 的 解 读［J］． 世 界 经 济 研 究，

2010(01):21-26+87.DOI:10.13516/j.cnki.wes.2010.01.010.

[4] 金韬，Facundo Alvaredo. 全球经济不平等的新动态［J］．文化纵横，2017,(05):12.

[5] 毛 勒 堂． 资 本 逻 辑 与 全 球 经 济 正 义［J］．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人 文 科 学 版），

2016,69(03):85-92.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3.012

[6] 宁殿霞．金融化视域中的数据幻象与全球经济不平等 —— 重读《21世纪资本论》

［J］．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人 文 科 学 版），2017,70(04):79-86.DOI:10.14086/j.cnki.

wujhs.2017.04.009

[7] 迈克尔·拉德克利夫特，科林·塞治，谷德近．全球环境变化与全球不平等南北方的

不同立场［J］．世界环境，2002(01):11-13.

[8] 张晓群．全球性收入不平等的演变轨迹［J］．理论月刊，2004(04):136-138.

[9] 刘 洪 钟， 曲 文 轶． 加 入 WTO 后 中 国 如 何 应 对 经 济 全 球 化［J］． 开 放 导 报，

2000(Z1):8-10.DOI:10.19625/j.cnki.cn44-1338/f.2000.z1.004.

[10] 何玉长，郑素利．全球财富分配的历史的政治经济学 —— 兼评《21世纪资本论》

［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01):27-34+90-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