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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

这一理念在全球化与国际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随着全球贸易体系日益复杂

化，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护自然环境、平衡各方利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核心议题。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未来贸易发展趋势相结合，不仅有助于解决当下的贸易挑战，还可以为构建更

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贸易体系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本文将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天人合一”“以和为贵”“中庸之道”和“家国情怀”等思想，系统探讨这些理念在现代全球贸

易中的实际应用与影响，以期为构建更具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全球贸易体系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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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rich and profound, emphasizing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s well as among individuals within society. This philosophy has sig-
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s the global trade system becomes
increasingly complex,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tecting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balancing various interests have become core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Integrating Fine tradi-
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th future trade development trends can help address current trade challenges
and provide guidance for building a fairer, more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global trade system.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and impac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cepts,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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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ity,” “Harmony is Precious,”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nd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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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全球贸易体系日益复杂，面对多样化的发展挑战，各国在寻求经济增长的同时，逐渐认识到

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实现国际贸易的公平性、可持续性与包容

性，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以和为贵”和

“家国情怀”等理念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如何为未来的全球贸易体系提供和谐共生的理论依据，并探讨其在现代贸易中的应用。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全球贸易的范围和复杂性都在不断扩大。然而，国际贸易中不断上

升的环境代价、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及国家间利益的不均衡，逐渐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

现有的贸易体系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例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差距扩大、对

环境的破坏等。这些问题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全球贸易的发展方向。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如“天人合一”“以和为贵”“中庸之道”和“家国情怀”，蕴含

着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深刻思考。将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全球贸易相结合，可以为

解决当前的全球贸易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二）研究目的与方法

本文通过文献综述和案例分析，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全球贸易中的应用潜力，具体

涉及可持续发展、贸易合作与冲突解决、文化与社会差异的包容性等方面。本文旨在提供一种新

的视角，即通过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发展的结合，来构建更加和谐、包容、可持续的全球贸易体

系。

（三）文献综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未来全球贸易

在“一带一路”倡议（BRI）背景下，中尼之间“和谐共生”的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并在国际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新的国际关系方法反映了“天人

2

https://doi.org/10.6914/tpss.060501
https://doi.org/10.6914/tpss.060501
https://ssci.cc
https://cpcl.cc
wtocom@gmail.com
kycbshk@gmail.com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全球贸易和谐共生

合一”（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ity）和“以和为贵”（Harmony is Precious）等文化价值观
的影响，这些思想对全球治理和经济伙伴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一带一路”倡议（BRI）与中尼合作
包括 YANG Yabo 等（2023 年）撰写的《加强国际合作构建中尼命运共同体》（Strength-

en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between Nepal and
China）在内的文献强调了中国与尼泊尔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不断扩大的经济联系。自 2013年
以来，中尼两国在互联互通项目上的投资显著增加，包括扩展贸易路线、跨境经济合作和自由贸

易协定的探索。文章指出，中尼两国在文化和地理方面有深厚的联系，这为进一步深化两国的经

济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WANG Yong（2019年）的《中国全球治理新理念与国际合作行动方案》（China’s new
concept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action pla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BRI被视为促进多边
合作的重要工具。BRI的成功依赖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强调包容、平衡和可持续
的发展方式。

2.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可持续发展
YU Xugang等（2020年）的著作《新时代中国持续改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人民币国

际化的影响》（China’s Continued Reforms in a New Era: Their Impact on Chi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nd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探讨了中国企业的国际扩张战略，以及这种战略在可
持续发展目标中的作用。中国的对外投资战略遵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经济一体化而非主

导。余强调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并批判了对中国扩张的误解，指出中国的扩张重点

是经济合作而非地缘政治统治。

3.知识外交与教育合作
LIU Wei等人（2024年）在《国际高等教育作为知识外交：中国大学在“一带一路”倡议中

的角色》（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s knowledge diplomacy: The role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一文中，强调了国际教育在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之间的伙伴关系中的作用。中国通过高等教育这一平台，利用“和谐”的传统价值，推动了合作

项目的发展，并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这种做法不仅加强了文化联系，还提升了支

撑全球贸易的技能基础。

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上述文献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愿景引导了中国的对外投

资、教育外交和治理政策，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其目的是创建一个平衡的全球秩

序，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不以社会公正或环境保护为代价。“以和为贵”的理念被多次强调，作为在

全球贸易伙伴关系中解决争端和创造双赢局面的指导框架（WANG Yong，2019；YU Xugang，
2020）。
综上所述，结合以上文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特

别是在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共生的国际关系方面。这些文献共同指出，“天人合一”和“以

和为贵”等中国传统理念能够为当前全球贸易面临的诸多挑战提供解决方案。这些优秀传统文化

不仅能推动可持续发展，还能在多边合作中促进各国利益的协调，从而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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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可持续的全球贸易体系。

文献还强调，国际社会应注重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全球贸易和国际合作中，以应对复杂多

变的经济和环境挑战。通过倡导绿色贸易、技术转让与文化包容等实践，这些理念在现代全球贸

易中的应用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原则和实践融入全球贸易政策

和国际合作机制中，从而构建更加和谐共生的全球贸易体系。此外，还可以探索如何通过教育和

文化传播，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从而更有效地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实现。

二、天人合一与贸易可持续发展

1.天人合一理念概述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理念，强调人类活动应遵循自然规

律，与自然和谐共处。这一思想对于当代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天人合一”不仅是对自然的尊重，更是对人与自然之间动态平衡的认识。在全球贸易活动

中，这一理念的应用可以帮助我们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避免破坏性

开发和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

2.天人合一对绿色贸易的启示
在全球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中，绿色贸易被视为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双赢的重要手段。通

过减少碳排放、提倡绿色供应链、优化资源利用等措施，贸易主体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

展。例如，跨国公司通过采用环保材料、引入可再生能源、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积极

推进绿色贸易。

绿色贸易强调贸易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和资源合理利用。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导下，企业

应将环境保护作为其生产和贸易的基本原则之一。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苹果公司承诺在其供应链

中实现碳中和，通过利用可再生能源和减少废物排放，努力实现绿色发展。这种举措体现了“天

人合一”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与此同时，“天人合一”还提醒我们，要考虑贸易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全球贸易体系中的

物流运输和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往往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影响生物多样性。因此，企业在参

与国际贸易时，应通过环保技术的引入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来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例

如，一些跨国公司已经在其全球物流网络中实施低碳运输方案，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碳足迹，进

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3.绿色金融在可持续贸易中的作用
绿色金融作为促进绿色贸易的重要工具，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金融手段，为环保项目

提供资金支持，鼓励企业采用低碳生产方式。国际社会可以通过制定统一的绿色标准，引导各国

在贸易活动中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

绿色金融的核心在于将金融资本与环保目标相结合，以支持绿色产业发展。例如，欧洲投资

银行通过发行绿色债券，为环保和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资金，这些举措不仅推动了绿色贸易的发

展，也为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可持续实践树立了榜样。绿色金融的发展也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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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统一的绿色标准，推动各国企业在进行贸易时更加注重环境责任。

此外，绿色金融还可以通过金融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在贸易过程中实施环保措施。例如，银

行可以为那些符合绿色标准的企业提供贷款利率优惠，以激励更多企业在生产和贸易活动中采

取环保行动。这些激励机制有助于将环保理念深入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各个环节，从而推动贸易

的可持续性发展。

4.绿色供应链的建设与消费者意识的提高
未来，绿色供应链的建设将成为全球贸易中的一个重要趋势。企业不仅需要关注自身的环保

行为，还需要确保其供应商和合作伙伴也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通过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可

以将环保理念贯穿于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从原材料的采购到产品的运输和销售，最大限度地

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绿色供应链不仅是企业内部的行动，更是整个贸易网络中各个环节的协同合作。各国政府可

以通过政策引导和法律规范，推动企业建立绿色供应链。例如，中国政府近年来发布了一系列关

于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政策，鼓励企业在生产和供应过程中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这些政策的

实施有助于推动整个贸易体系向着更加环保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消费者的环保意识也在不断提高，对绿色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逐渐增加。这种消费

趋势促使企业在产品设计和生产中更加注重环保因素。例如，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购买使用可

再生材料、能效高的产品，这为推动绿色贸易提供了强大的市场驱动力。企业可以通过满足消费

者对绿色产品的需求，获得市场竞争优势，从而在全球贸易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

绿色供应链和消费者意识的结合，形成了可持续贸易的正反馈机制。在这一机制中，企业通

过提升绿色标准赢得消费者信任，而消费者的选择反过来激励企业继续优化其生产过程，推动全

球贸易体系向着更加绿色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此外，教育与宣传也在推动消费者环保意识的提高中发挥重要作用。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可以通过开展环保教育、举办绿色消费活动等方式，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从而进一步推动绿色

消费的普及。这种消费者意识的转变不仅有助于推动企业的绿色转型，还能为全球贸易的可持续

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

三、以和为贵：贸易冲突与合作的平衡

1.以和为贵理念的内涵
“以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强调和谐与共赢。在国际贸易环境中，这一理

念对解决贸易冲突、推动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和”不仅是和平的象征，更是多方共赢、利益共

享的体现。面对国际贸易中频繁出现的摩擦与冲突，“以和为贵”的理念为各国提供了一条和平

共处与合作发展的路径。

在历史上，中国长期以来奉行“和为贵”的外交政策，注重与邻国的友好合作和互利共赢。

这种文化基因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仍然可以为国家间的贸易合作提供有益的指导。

“以和为贵”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理念，也体现在企业之间的合作中。跨国公司在全球化经

营中，通过与各国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和市场的共同开拓。例如，华为

公司通过与全球多家供应商和合作伙伴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推动了技术和市场的双重发展，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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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合作模式体现了“以和为贵”的精神。

2.贸易摩擦的解决与合作机制
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和摩擦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在这种背景下，以“以和为贵”为指导，

各国应加强多边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和多边谈判，通过协商解决贸易争端。例如，世界贸易

组织（WTO）在协调国际贸易中的作用需要得到进一步强化，各国应通过支持WTO等多边机
制来维护全球贸易的稳定。

在应对贸易摩擦时，各国应尽量通过协商和对话来化解分歧，避免激化矛盾。在 2018年至
2019年的中美贸易摩擦中，双方通过多轮谈判，虽然结果并未彻底消除分歧，但至少在一定程
度上控制了事态的恶化，避免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冲击。这一过程中，“以和为贵”的理念得到了

部分体现，双方都希望通过对话而非对抗来解决问题。

此外，“以和为贵”还强调在贸易争端中应更多地考虑对方的利益和诉求，寻求各方都能接

受的解决方案。例如，在日韩贸易摩擦中，双方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框架下，通过加强对话和互

谅互让，最终达成了一定的和解。这种处理方式有助于避免冲突升级，并为未来的合作打下基础。

3.区域合作中的和谐共赢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区域合作机制，体现了“以和为贵”的精神，通过

降低关税壁垒、消除非关税障碍，推动区域内经济一体化与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对于各国

制定公平的贸易政策、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例如，RCEP的达成代表了亚太地区各国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时，选择通过合作而非
对抗来应对挑战。通过降低关税、消除非关税壁垒，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更加自由和便利，从而促

进了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与共同发展。这种基于合作的区域经济伙伴关系，体现了“以和为贵”

的理念，也为其他区域合作提供了借鉴。

在区域经济合作中，以和为贵的精神还体现在各国对彼此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尊重上。例如，

东盟国家在推动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始终强调成员国之间的平等合作和文化包容，通过对话解

决分歧，避免因文化差异或政治制度不同而产生的矛盾。这种尊重与包容的态度，有助于维护区

域内的和平与稳定，推动区域经济的共同繁荣。

4.多边主义与和谐共生的全球贸易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多边主义是实现国际贸易公平与可持续的重要途径。通过推动多边贸易

协定的谈判，各国可以在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更加协调，避免因政策差异引发贸易冲突。以

“以和为贵”为指导，多边合作可以促进各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共同发展，构建一个更加和谐

的国际贸易体系。

多边主义的推进需要各国在利益分配上达成共识，特别是在涉及全球性议题如气候变化、数

字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例如，《巴黎气候协定》的达成就是多边合作的一个重要成果，

各国通过谈判和妥协，最终在温室气体减排和环保目标上达成了一致。这种多边合作的精神，不

仅有助于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也为其他国际贸易合作提供了借鉴。

此外，多边主义在解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通过多边贸易体制下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发达国家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贸

易体系，实现共同发展。这种合作不仅符合“以和为贵”的理念，也为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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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秩序提供了实践路径。

四、中庸之道与全球贸易的平衡发展

1.中庸之道理念概述
“中庸之道”强调不偏不倚、追求平衡。这一理念为全球贸易体系的平衡发展提供了理论指

导。面对全球经济发展水平的显著差异，各国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应追求公平与包容。

中庸之道的核心在于适度和均衡，这种智慧在应对复杂的国际贸易关系时尤为重要。全球经

济的不均衡发展常常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立，而“中庸”可以为各国在政策制定

上提供一种平衡视角，以此实现全球贸易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2.技术转让与能力建设
中庸之道的应用体现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与能力建设上。通过提供技术和

资金支持，发达国家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生产能力，融入全球价值链，进而缩小全球经济差

距。这种合作不仅符合经济效率原则，也体现了国际社会应有的公平责任。

例如，德国和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合作，通过技术转让和联合开发，不仅推动了中国新

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也为德国企业开拓了新的市场。这种双赢的合作模式体现了中庸之道中的

平衡与协调。

技术转让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还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在知识经济

时代，创新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通过中庸之道，发达国家在技术合作中不仅应注重技术的

直接转移，还应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起自主创新的能力。例如，中美之间的清洁能源合作项目，

不仅涉及技术的直接引进，还包括人才的培训和研发能力的建设，这种合作有助于提升发展中国

家的技术水平，实现更为均衡的全球经济发展。

3.文化与社会差异的尊重
在全球贸易中，尊重各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是实现平衡发展的关键。例如，在贸易标准

的制定上，避免强制推行单一标准，可以减少文化冲突，促进国际社会的和谐共生。

文化差异是国际贸易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各国的文化传统对其消费习惯、生产方式等都有深

刻的影响。在食品贸易中，一些国家有严格的宗教禁忌和文化习俗。例如，伊斯兰国家对清真食

品有着特定的要求，而西方国家对食品安全和卫生标准也有不同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强制推

行单一的标准可能会引发文化冲突。因此，各国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应尊重彼此的文化差异，通

过包容性的政策实现全球贸易的和谐发展。

尊重文化差异还体现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规则上。不同国家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和理

解方式存在差异。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中庸之道，各国可以通过协商达成共识，既保护知识产权

持有者的合法权益，又不妨碍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权利。例如，《与贸易有关的知

识产权协定》（TRIPS）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对发展中国家给予了一定的灵活性，体现了对各国发
展水平和需求的尊重。

4.全球价值链中的平衡发展
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中，中庸之道的应用尤为重要。发展中国家通常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

主要从事原材料的供应和简单的组装加工，而发达国家则掌握了高附加值的环节，如研发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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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为了实现全球贸易的平衡发展，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帮助发展中国家提

升在价值链中的地位，从而实现更为均衡的全球经济发展。

全球价值链的平衡发展不仅涉及经济利益的再分配，还涉及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性。在追求

经济利益的同时，各国应注重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通过中庸之道的智慧，寻求经济、社会和环

境三者之间的平衡。

例如，在纺织服装产业中，许多发展中国家承担了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和加工环节，而发达

国家则集中于设计、品牌和销售等高附加值环节。为了实现全球价值链的平衡，发达国家可以通

过提供技术支持和建立公平贸易认证体系，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增强其在

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这种合作不仅有助于缩小南北差距，还可以推动整个产业链的可持续发

展。

五、家国情怀与贸易中的人文关怀

1.家国情怀的内涵
“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个体与集体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国际

贸易中，这一理念体现为对劳动者权益和社会福祉的关注。家国情怀不仅关注国家的整体利益，

还强调个体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要求在经济发展中兼顾人民福祉。

家国情怀还包含着一种对共同体责任的深刻理解。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一理念提醒我们，经

济全球化不仅是国家间的财富交换，更是全人类共同命运的体现。因此，国际贸易中的家国情怀

意味着对人类整体福祉的关切，要求各国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兼顾全球的公平与正义。

2.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与提升
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家国情怀意味着对劳动者权益的重视。各国应通过制定公平的劳动标

准，确保贸易带来的经济利益能够惠及广大劳动者，而不仅仅是少数企业和资本拥有者。通过提

供技能培训和就业支持，可以帮助劳动者适应全球化带来的变化，提升生活质量。

例如，在服装制造业中，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长期面临低工资和恶劣的工作条件。为了

改变这种状况，国际社会和发达国家的企业可以通过设立最低工资标准、改善工人工作环境、提

供职业培训等措施，帮助这些国家的劳动者提升生活质量，真正实现贸易发展的普惠性。

在这方面，国际劳工组织（ILO）也发挥了重要作用。ILO通过推动各国签署和实施劳动标
准公约，促进了全球范围内劳动者权益的保护。这些标准的实施，不仅改善了劳动者的工作条件，

也为全球贸易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3.弱势群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关怀
家国情怀还体现在对贫困国家和弱势群体的关怀上。国际社会可以通过贸易优惠政策、发展

援助和技术支持，帮助那些在全球化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和群体。通过这种方式，全球贸

易可以成为促进全球共同繁荣的重要力量，而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交换。

例如，欧盟对非洲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实行的《深度全面自由贸易协定》（DCFTA），通过降
低关税和提供技术援助，帮助这些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贸易体系，改善本国经济状况。这种关怀

体现了家国情怀的深刻内涵，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国际贸易环境。

家国情怀的理念还鼓励发达国家在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关系时，更多地关注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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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实际需求。例如，《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AGOA）是美国对非洲国家的一项优惠政策，允
许这些国家的商品免税进入美国市场。这种政策不仅帮助非洲国家增加了出口收入，也为当地创

造了就业机会，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4.企业社会责任与人文关怀
在全球贸易的过程中，人文关怀还体现在对社会责任的重视上。企业在参与国际贸易时，应

该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还应关注对所在国社会的影响。例如，在发展

中国家投资设厂时，企业应尊重当地的劳动法，保障工人的合法权益，改善工作条件，积极参与

当地社区的发展和建设。这种对社会责任的重视，体现了家国情怀的深刻内涵，也有助于企业在

国际市场中树立良好的形象。

企业社会责任（CSR）是企业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实
施 CSR策略，企业可以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为所在国和所在社区创造积极的社会影响，从而实
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例如，耐克公司在其全球供应链管理中，面临着如何平衡成本效益与社会责任的挑战。为了

回应外界对其工厂劳工条件的批评，耐克实施了一系列 CSR措施，包括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工
作环境以及提供职业培训。这些措施不仅改善了供应链中工人的生活条件，也帮助耐克重塑了其

品牌形象，获得了更多消费者的信任。

5.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与保护
全球贸易中的人文关怀还包括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保护。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许多国家和

地区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面临被同化和消失的风险。通过在贸易协定中加入文化保护条款，各

国可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本国的文化遗产和多样性，从而实现经济与文化的和谐共生。

例如，加拿大在与其他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时，通常会保留一定的文化例外条款，以保护

本国的文化产业不受外国资本的冲击。这种做法体现了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有助于在经济全球

化的背景下维护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不仅有助于维护各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稳定，也能丰富全球文化生态，增

强国际社会的文化交流和理解。在国际贸易中，尊重和包容不同文化有助于减少贸易摩擦，增强

各国之间的互信，推动全球贸易的和谐共生。

六、家国情怀与贸易中的社会福祉

家国情怀在全球贸易中表现为对社会福祉的关注，即通过贸易活动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国

际贸易不仅是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更是改善人民福祉的重要手段。因此，家国情怀要求各国在

制定贸易政策时，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确保贸易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

1.贸易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
在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可以为民众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

平，进而改善生活质量。例如，非洲国家通过出口农产品和矿产品，获得了外汇收入，这些收入

不仅支持了国家的经济发展，还通过财政支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医疗等领域，改善了人

民的生活条件。

家国情怀强调贸易的普惠性，即不仅要让国家层面受益，还要使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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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改善。因此，在制定和实施贸易政策时，各国应注重将贸易成果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例如，

通过设立针对弱势群体的支持计划，如技能培训、就业扶持等，可以确保贸易带来的经济增长惠

及社会各个阶层。

2.全球供应链中的社会福祉
在全球供应链中，家国情怀还体现在对劳动者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对社区福祉的贡献上。跨国

公司应在供应链管理中纳入社会福祉的考量，通过采取公平贸易认证、改善工人福利等措施，确

保供应链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能为当地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例如，公平贸易（Fair Trade）运动就是在家国情怀理念的激励下产生的，旨在改善发展中
国家生产者的生活条件。通过为小农户和工人提供公平的交易条件和合理的收入，公平贸易运动

不仅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还增强了社区的经济自立能力，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家国情怀还要求跨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承担社会责任，不仅要追求成本效益的最优化，还

要注重对供应链中劳工的保护和福利改善。例如，宜家公司（IKEA）在其全球供应链管理中，推
行了多项劳工保护措施，要求其供应商为工人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公平的工资和合理的工作时

间。这些措施有助于确保全球供应链的每一环节都符合社会福祉的要求。

3.贸易政策与公共服务的关联
家国情怀还要求各国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将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纳入考量范围。例如，

通过出口收入投资于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提升整个社会的福祉，增强国民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特别是在经济发展较为滞后的地区，政府可以通过对外贸易获得的收入来支持公共服

务的发展，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

在公共卫生领域，家国情怀的理念也强调国际社会通过合作与贸易提升全球公共卫生水平。

在新冠疫情期间，各国之间的防疫物资贸易和疫苗共享成为确保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手段。

家国情怀促使各国在贸易中更多地考虑其他国家的需求，通过互相援助和资源共享，共同抵御疫

情的冲击。

此外，贸易政策还应关注教育和培训的发展，通过对外贸易获得的资金来支持教育事业，提

高劳动者的素质，增强国家的长远竞争力。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

获得了大量的外汇收入，这些收入可以被用来投资教育，提高劳动者的技能，从而为国家的进一

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4.企业在社会福祉中的角色
企业在推动全球贸易的同时，也应积极参与社会福祉的建设。家国情怀要求企业在全球化经

营中注重社会效益，尤其是对所在国社会的正面影响。通过企业社会责任（CSR）项目，企业可
以为所在社区提供资金支持、就业机会以及社会服务，从而提高当地居民的福祉。

例如，雀巢公司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展了社区发展项目，包括改善水资源管理、支持当地农

业以及提供营养和卫生教育等。这些项目不仅帮助提升了社区的生活质量，也增强了企业在当地

的品牌形象和社会认同感。

企业还可以通过与非政府组织（NGO）和地方政府合作，积极参与所在社区的社会福利项
目，例如学校建设、医疗援助和基础设施改善。这种多方合作模式不仅可以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

感，也有助于增强企业在当地的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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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参与社会福祉建设时，家国情怀还体现在对弱势群体的特别关注上。通过提供平等的

就业机会、开展职业培训以及推动包容性增长，企业可以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获得更多的发展

机会。例如，联合利华公司通过“机会无限”项目，为全球许多边缘化群体提供就业培训和支持，

帮助他们融入社会、改善生活条件。这种做法不仅体现了家国情怀的精神，也为企业树立了负责

任的社会形象。

结论：和谐共生的全球贸易未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未来全球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实践指导。从“天人合

一”到“以和为贵”，从“中庸之道”到“家国情怀”，这些理念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和谐共生的全

球贸易图景。未来的全球贸易体系将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指引下，朝着更加公正、包容、可持

续的方向不断前行。

通过推动绿色贸易、加强多边合作、实现数字化创新，以及注重人文关怀，全球贸易可以成

为促进全人类共同繁荣的重要力量。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继续发挥其独特的作

用，为构建和谐共生的全球贸易体系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和实践支持。

全球贸易的未来将是一个人与自然、技术与伦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和谐共生的体系。在这一

体系中，绿色贸易将成为主导方向，数字化创新将提升贸易效率，多边合作将维护国际秩序，而

人文关怀将确保贸易发展的公平与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理念、合作精神、平衡思维

和人文关怀，将为这一未来提供深刻的哲学基础和实践指南。

面对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挑战，只有秉持和谐共生的理念，各国才能在相互尊重、共同发展

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更加繁荣、稳定、公正的全球贸易体系。这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

承与发扬，也是对全人类未来的美好期许。通过这种和谐共生的贸易模式，全球经济将朝着更加

可持续、更具包容性、更有创新活力的方向不断迈进，为全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责任编辑：孙强 邮箱 wtocom@gmail.com〕

作者简介李昌奎，男，1975年 9月出生，山东寿光人，开元出版有限公司总经理兼《社会科学
理论与实践》主编。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兴工路 8 号美年国际广场 2 栋 930。研究
方向：产教融合、人工智能、国际贸易、反倾销等。电子信箱：lichangkui@gmail.com，https:
//orcid.org/0000-0001-7446-0198。

参考文献

1. Yabo, Y., & Jianghong, Z. (2023).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Building a Com-
munity of Shared Future between Nepal and China. I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South Asia (pp.
76-94). Routledge.

2. Liu, W., Yan, T., Li, Y., & Lv, W. (2024).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s knowledge diplo-
macy: The role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dustry and Higher
Education, 09504222241271659. https://doi.org/10.1177/09504222241271659

3. Yu, X. (2020). Why Outward Investment from China? Introductory Explanation on China’s

11

https://orcid.org/0000-0001-7446-0198
https://orcid.org/0000-0001-7446-0198
https://doi.org/10.1177/09504222241271659


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 第 6卷第 5期

Outbou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or ODI). In China’s Continued Reforms in a New Era:
Their Impact on Chi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nd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pp. 1-41).

4. Wang, Y. (2019). China’s new concept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action pla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5. Yu, X., Tettamanti, M., & Rizzi, C. (2020). China’s Continued Reforms in a New Era: Their Impact
on Chi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nd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World Scientific.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