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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如此一来，“新的经济全球化可能会回到上世纪 80 年代以

前的状态，是一种‘有限的全球化’。这某种意义上是件好事，

可以让一些国家长期失衡的经济相对平衡一点”。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不可能把人类打回过

去。这就像欧洲中世纪发生的黑死病，令大约 2500 万人丧生，

可其并没有让西方回到更原始的阶段，而是催生了文艺复兴，

催生了欧洲人对医学、科技、艺术的重新认识。比之黑死病来，

在 21 世纪 20 年代发生的这次疫情，在全人类范围内迅疾流行。

在互联网时代，人类已能通过小小一方屏幕无远弗届随时交流，

可却突然无法聚在一起面对面促膝交谈、无法无拘无束的拥抱、

亲吻。这时候，人类如何前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孙祁祥教授说，

如果我们将镜头对人类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做一次扫描的话，

就会发现，新冠疫情只是人类所遭受的巨大灾难中的“又一个”

而已。疫情终将过去，人类终将前行，这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

的基本规律得出的结论。

只是这次疫情过去之后，会倒逼出怎样一个全球经济格局

形势呢？

作为一家全球科技公司的总裁，印度印孚瑟斯公司总裁乔

希 (Mohit Joshi) 称，疫情之后，几乎没有哪个行业能避免改革、

重组或搬迁。敏捷性、灵活性和自动化将成为这个新业务时代

的口号，唯有具备这些能力的企业才能成为赢家。乔希认为，

疫情之后，该关注的不是在疫情前的某些趋势的加速和减速，

而是哪里会出现范式转变。

《新民周刊》记者了解到，就航空业来说，疫情过后，客

货分离将成为一大趋势。在新冠疫情成为全球大流行之际，全

球航空业一度有高达三分之二的客机停飞、至少 9 家航司破产，

损失价值高达约 2.2 万亿元人民币，然而货运航空却显示出另

一派繁荣。譬如拥有全球唯一一架亦是全球最大飞机安 -225 的

乌克兰安东诺夫航空公司，近来已为波兰、法国、德国等前往

中国天津提货。而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则成为疫情下全球最繁忙

机场——前来提货抗疫物资的各国飞机此飞彼至，好不热闹。

作为世界最大货机，疫情之下走俏的安 -225 飞机，未来

是否会重启生产呢？当然，这款飞机是苏联时期设计、制造，

2019 年进行过现代化升级。如果不是疫情之下一些国家需要运

输属于运输快递业“轻货”范畴的口罩、防护服等医用物资，

平常日子以安 -225 每小时 12 万美元的租借价格，可能不会

有特别大的市场需求。然而，比之略小一些的货运飞机呢？是

否有更大发展潜力？早在 2015 年，当时的乌克兰航空代表团

LikОm 公司董事长伊戈利 - 帕且夫斯基、国家航空航天部部长

库兹捏册夫一行，曾到陕西渭南实地考察，愿将已试验的安 -70、

安 -224 等项目在卤阳湖发展完善。当然，如此大项目，不可能

一蹴而就。未来，这些项目是否有机会在中国落地？

一些经济学家或业界人士更关注的是，未来全球产业链的

走向。疫情全球大流行之际，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譬如波音

设在全球各地的工厂、合作伙伴，有的开工，有的停工。日本

川崎重工为波音生产零部件。日本斯巴鲁公司设在名古屋的半

田工厂和半田西工厂，主要制造波音 787 客机的左右机翼和机

体的中央翼。两家公司分别坚持到 4 月 17 日、4 月 20 日，终

于纷纷停工。究其原因，与供应链断裂有关——部分上一工作

流程所生产的配件缺货，导致日本的波音配套工厂无法正常生

产。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前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劳里·加勒特

(Laurie Garrett) 认为，本次新冠疫情使人们认识到——全球供应

链与分销网络极易遭到破坏。这是对世界金融与经济体系的根

本性冲击。“未来，跨国公司可能会对实时生产模式和全球分

散生产持保守态度。” 加勒特说，“其结果便是全球资本主义

可能会进入一个戏剧性的新阶段：为了免于未来遭受破坏，供

应链会更加靠近国内且充斥着过剩。这可能会降低企业的短期

利润，但也会使得整个系统更具弹性。”

中国的作用

然而，加勒特所称的“国内充斥着过剩”之现象，在如今

疫情之下的美国的一些行业已经出现。譬如随着封城之下，原

本专供餐饮行业的牛奶被奶农倾倒——据美国最大乳制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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