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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2012 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尋求全球新模式 
 

朱思潔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活動企劃 

 

追蹤國際線上報導，於 1 月 25 日第 42 屆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在瑞士達

沃斯 Davos，世界經濟論壇在日內瓦總部新聞發佈會，宣佈年度主題：「大

轉型：塑造新模式」。表明世界經濟論壇充分意識到全球各領域存在的深層

結構性問題，認為需要改變以往治標不治本的做法，進行全面深入的變革。 

已進入四十個年頭的世界經濟論壇影響力不斷擴張。每年初，來自全球

的政治領袖和企業界精英都匯聚於此，規劃與探討世界的未來，問題已不再

單純局限於經濟領域，已擴展到政治、社會及氣候、環境。正是定位的變化，

使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年會主題與時俱進，關注點放在與全球發展密切相

關的重大核心問題。如：2009 年全球金融危機剛爆發的形勢下，主題就是：

「重構後危機時代的世界」。 

年初的主題「大轉型：塑造新模式」，是基於對當前世界形勢的總體分

析。近年來，全球金融危機持續，經濟低迷，至今仍沒有良策與解決之道。

發布的《2012 全球風險報告》，列出未來 10 年全球面臨的 50 項主要風險，

與聯合國發佈的《2012 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報告均確認全球經濟仍面

臨嚴峻挑戰。各國政府雖做了相應努力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就在於應對措

施皆是治標不治本。2012 達沃斯論壇確定主題，旨在促使人們更深層去思

考根本性問題。 

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瓦布 Dr. Klaus Schwab 說：「我們處於一個深刻變

化的時代，迫切需要用新的思維方式來取代舊有的商業思維，我們需要擺脫

單純的危機應急管理，取而代之以新的模式。」「資本主義的運行模式已經

不能適應今天的世界」，「試圖用過去的方式解決現在面臨的問題，只會讓我

們走進死胡同。」 

施瓦布談到，「對我們的未來起決定作用的，不再是因為缺乏資金而是

因為缺乏人才」；老的模式的「資本主義」，新模式應是「智本主義」；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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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基於硬實力繼而需要軟實力，新模式則需基於各種社會力量的「合力」，

也就是說，要共同規劃並使決定得到落實。 

「 大轉型：塑造新模式」分四個子題：「永續發展和資源模式」、「社會和

技術模式」、「增長與就業模式」、「領導力和創新模式」、。意在強調在解決

複雜的全球、區域和行業問題時，要考慮各種模式之間的相互關聯。 

這些年論壇參加代表約有 2400 至 2600 人，來自 100 多個國家，包括

約 40 多名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8、90 名部長，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IMF

總裁拉加德、德國總理默克爾、英國首相卡梅倫、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泰國

總理英拉、以色列總統佩雷斯等。企業精英 1600 餘名，是全球知名公司總

裁或 CEO。年輕的商界與企業界後起之秀，是「全球塑造者」青年社團，

也是達沃斯哉培的明日之星，平均年齡只有 27 歲。 

中國大陸參加達沃斯論壇的代表包括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小強，夏季達

沃斯舉辦的城市論壇將在天津，大連副市長曹愛華、天津副市長任學峰；清

華、南開校長；華為公司 CEO、香港特首曾蔭權等中國代表參加積極。台

灣參加的人數廖廖，內容也不見報導，遑論溝通與協商的機會，代表國家權

益的主張。 

全球經濟風向球的達沃斯論壇主席施瓦布陳述的願望：「大轉型給我們

帶來更多的機會，重新規劃建設性的、合作的未來藍圖。」這是可能的嗎?

有待許許多多的溝通與努力。觀察其組織提供的議題與內容，都是國家與基

金會可參考的現實國際環境的大考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