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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经 济 发 展 的 新 阶 段 

李 扬 

内容提要 ：以 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为起点，全球 经济陷入长期低迷 ，开始进入一种 

“新常态”。在新的发展阶段 ，各国之间的“货 币战争”已然开始。同时，由于产业结构和生产 

要素结构的变化，中国经济增长也 已进入结构性减速通道。在高度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宏 

观经济运行的重点是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挤 出增长率中的水分，提 高经济运行的效率与质 

量。与此对应，宏观调控则应抛弃需求管理的传统范式，着力通过激发企业和市场的活力， 

通过推进新一轮改革，创造并收获新的改革红利 。在 经济转型过程 中，应 密切关注、妥善 

应对美国量宽退出的影响；应积极推进上海 自贸区建设 ，掀起 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高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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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3月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完全以发达经济体为主导的全球化旧格局已渐人迟 

暮；在未来的全球发展中，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可望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不仅要密切关注全球经济形势 的变化及其对我 国的 

影响，更应关注经过 3O余年高速增长之后，支持我国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已发生 

变化，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次高的新平台。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阶段。 

值此战略转型的关节点，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应静观其变、平心静气、小心翼翼。 

一

、全球危机步入“新常态” 

正在展开的本轮全球金融危机是一场非常深重的危机，其程度之深 ，堪 比2O世纪 3O年代危机 

和 70年代危机。用长周期的眼光来分析此次危机，我们就会看到，危机之前，全世界曾经产生过 

资本主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经济发展 的上升 阶段 ，这个 阶段 ，从 2O世纪 8O年代末开始 ，一 

直到这次危机之前，长达近 2O年。其基本特征，就是高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同时并存。而且，与 

过去不同，此间 ，各类国家都获得相 当程度的发展。发达经济体增长总体 比较平稳 ，自不待言。新 

兴经济体，特别是亚洲的新兴经济体，更是如此。在拉美地区，经历了 70年代“失去十年”的困顿 

之后，各国经济也真正得到恢复和发展，现正方兴未艾。非洲地区尤其突出。自从民族独立之后， 

那里的经济一直没有经历过像样的增长 ，而在过去的 20年 中，非洲的增长令世人瞩 目。 

* 本文系作者在“第二届中国财经科学博士后论坛 ：深化改革 创新发展”上的主题演讲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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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危机之前全球长期增长的历史 ，也带来 了一些误解 。最大的误解就是 ，有些人误 以为如 

今世界这么美好 ，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以至于有“历史终结”的妄言。 

历史并未因人们对其误读而改变 自己的轨迹 。长期繁荣之后 ，长期的衰退接踵而来。2007年 

开始的全球危机，结束了本轮经济长周期的上升阶段，至今虽已过去了6年，但仍无恢复的明显迹 

象。作此判断的根据有二 ：其一 ，导致危机发生的主要因素 ，即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 、财政结构 

和金融结构的严重扭曲，基本依然故我；其二，在救助危机的过程中，各国相继推出的超常规调控 

措施，在防止危机产生多米诺骨牌死亡效应的同时，也逐渐显现出巨大的副作用来，过度的货币供 

应、政府债台继续高筑、松懈的市场纪律 ，以及社会动荡愈演愈烈，便是其中最显著者。 

因此 ，美国的财政、债务及经济危机 ，欧洲 的债务和经济危机，以及 日本 的政府债务和经济危机 

等，都将长期持续。我们判断，5到10年后世界经济是否能够恢复正常轨道，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 

这一判断在国际社会上可以找到诸多印证 。例如 ，2013年 2月在俄罗斯结束的 G20财长及央 

行行长会议，就确认了这一趋势。会议公报称：“由于政策不确定、私人去杠杆化、财政拖累、信贷 

中介受损以及全球需求仍处于再平衡过程中，全球经济继续表现疲弱。”就是说，如果各国宏观政 

策不能回归稳定、私人去杠杆化进程未能最终完成 、财政悬崖问题依然不能得到决定性缓解 、金融 

功能不能真正恢复、各国间的国际收支尚未重归均衡，危机就将仍然继续。 

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全球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传统上，经济危机可能表现为连续若 

干年的负增长 ，但是，由于大剂量的调控政策被强力推出，现阶段 的危机并不表现为负增长 ，而是 

表现为经济增长在低水平上波动、全球流动性过剩、大宗产品价格和资产价格变动不居、贸易保护 

主义升温、地缘政治紧张，等等。我们应当学会在这种新形势下生活。 

二、新的“货币战争”已然开始 

危机既然在持续 ，各 国间为争夺最好的恢复条件的明争暗斗 自然盛行。在此情势下，新 的“货 

币战争”事实上已经开始，我们可以从“量”和“价”两个角度 ，清楚地观察到它的产生和发展。 

就量而论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全世界 的货币当局几乎都在印钞票“放水”：美联储 4次数量 

宽松在前，欧洲央行启动最后贷款人机制随后；安倍政府立足未稳，日本央行便在其胁迫下，在不 

到 2个月的时间内，使 日元对美元汇价下降 7 ，对一揽子货币汇价更急降 2O ；中国亦未“免俗”， 

自2009年推出4万亿投资以来，一直受困于货币信贷供给过多——M2走势重攀高位并一路上 

升，形成令人生畏 的“堰塞湖”。再加上密如蛛 网的各国央行间的货 币互换 ，这个世 界实 际上 已经 

处在货币泛滥的洪水之中。但是，为了解救危机的燃眉之急，各国政府依然热衷于放水，大有“我 

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之恶势。这些事实说明，新的货币战争事实上已经开始，不过是采用了新 

的形式，凭藉新的借口而已。 

就价而言，在各国竞相实施数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条件下，各主要国家货币间的汇率也变动不 

居，出现了竞争性贬值趋势。汇率变动，因此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之一。 

三、中国经济增长开始结构性减速 

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世界各国均陷入程度不同的危机之中，唯有中国风景独好。现在看来， 

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化了。认真分析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实绩及其变化趋势，我们倾向于认 

为，至 2008年，中国连续 3o年的高增长便已基本结束，国民经济落人一个新的次高速增长的平台。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经济减速是经济增长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是一个发生在实体经济层 

面上的 自然过程 ，我们无法通过政策调整来改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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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经济增长是由多种因素以某种方式组合起来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此即经济增长 

的结构问题 。在支撑经济增长的诸结构中，最重要者 当推生产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 。正是这些结 

构的变化，使得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新的时期。 

过去3O余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是：一产比重下降，二产(特别是制造业)比重迅速提 

高，三产份额缓慢增长。这对应的是我国的工业化过程。这一进程的本质，就是大量的劳动人口和资 

源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一次产业即农业、种植和养殖业等产业中，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二次产业即制 

造业和建筑业转移。由于二产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一产(在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农业的 

10倍)，这种转移便意味着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 日益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因之加快。此即“结构性 

增速”。但是，经过 30余年的发展，我国二产已趋饱和，人口和资源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 

转移。然而，研究显示，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制造业(在劳动生产率最高的上海，前者只 

相当于后者的 7O％)。基于这样的差异 ，当越来越多的人力和资源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之时 ，中国 

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必将下降，由之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必然下滑。 

再看生产要素结构的变化。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是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生产要素。在过 

去 3O余年中，每年高达 1000万人的劳动投入增长，是支撑我国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随着 

转移人口日趋下降，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劳动投人的增长率将趋于下降，摩擦性失业和结构 

性失业也将长期并存。就资本投入而言，过去 30余年，中国的资本投入增长率是逐年提高的，然 

而，近年来人口日趋老龄化、传统工业化接近尾声，加上消费率的缓慢提高，已经导致中国几十年 

高悬的储蓄率趋于下降。这使得无通货膨胀的资本投入亦呈逐渐下降之势。技术进步的动态仍 

然令我们失望。我们希望技术进步能发挥积极作用。但是，资本回报率低、技术进步缓慢，一直是 

我国经济的痼疾，至今未见显著变化。总之，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增长率下降，技术进步缓慢，这三 

个因素叠加，导致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趋于下降。 

潜在增长率是未来我国现实经济增长的基准。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实验室的预 

测结果，2011—203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会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详见下表)。 

表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 率预 测 

潜在增长率 资本增长率 劳动增长率 技术进步 节能减排 年份 
1一 a 

( ) (％) ( ) 份额 冲击效应 

20儿 一 2O15 O．7 O．3 7．8～ 8．7 10～ 11 O．8 O．2 — 1 

2O16— 2O2O O．6 O．4 5．7～ 6．6 9～ 10 — 1 0．3 — 1 

2021— 203O O．5 O．5 5．4～ 6．3 8～ 9 一 O．5 O．4 一 O．5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实验室。 

四、经济减速不可怕。关键要提高效率 

断定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时期，虽然听起来不那么令人振奋，但考虑到结构性减速为我国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提供了新的压力、动力、机遇和空间，这一变化是值得欢迎的。 

过去 3O余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但是，30余年高速增长波澜 

起伏，其间还经历了19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的增长也 

付出了不可忽视的代价，结构失衡、产能过剩、效益低下、环境污染等等，便是其中最显著者。如此 

等等，使得中国百姓享受到的经济增长成果大打折扣，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更难得到与 GDP增长 

率同步的提升。这些代价，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水分。 

7 



Finance& Trade Economics，No．11，2013 

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水分，主要体现在投入产出的效率降低上。 

从投入看。以 GDP来衡量，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极为巨 

大。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相当于 GDP一半的高投资以及接近 GDP10 的净出 

口支撑着的，仅此一端，便使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本位居世界前列。如果把生态环境等外部影响也 

视为“投入”，我们为增长付出的成本更高。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2012年测算表明，2O世纪 80年代至 9o年代，我国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约相当于 

GDP的8 。2005年以来，这一数字虽不断下降，到 2011年仍然高达 4 左右。若扣除生态退化 

与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我国的真实经济增长速度便仅有 5 左右。 

从产出看。对于我们这种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中是否存在水分，关键要看投资能否形成有 

效供应。如果投资变成“胡子工程”甚至是“豆腐渣工程”，与这部分投资对应的增长率就是水分。更有甚 

者，一些投资固然形成了现实生产能力，但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形成规模日大的流通库存，并进而 

迫使业已形成的生产能力长期闲置。与这样一些流通库存和过剩生产能力相对应的产值，同样构成经 

济增长的水分。近年来，我国产能过剩形势日趋严峻，传统产业的产能大面积过剩已是痼疾，就是新兴 

产业，产能过剩的增长势头也令人担忧。统计显示，当前我国产能利用率平均已低于8O ，有些产业甚 

至低至 70 。按照85 490 系正常水平的国际标准，我国目前的产能利用率已接近危险水平，有的行 

业已进入破产的境地。应当说，产能过剩已经形成阻碍经济健康发展的“死荷重”。 

将投入和产出对比起来分析，便形成评判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的综合指标。经济学意义上的 

效率，指的是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既定的产出，或以既定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近年来，在增长至 

上的激励机制下，各地对增加投入普遍高度重视，但很少顾及产出的数量和质量，更忽略了投入和 

产出之间的效益联系。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就是伴随经济增长率的高悬，我国的经济效益提高缓 

慢，甚至有所下降。中国全社会的增量资本产出比的数据，清楚地刻画了这一变化的轨迹。改革 

开放 以来 ，我 国增量资本产出比经历了两个 阶段的变化 ，第一 阶段是 1979—1995年 ，平均为 2．3； 

第二 阶段为 1996—2011年 ，平均为 3．5；后一阶段竞 比前一 阶段上升了 52．2 !与相似增长阶段 

的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现阶段增量资本产出比明显偏高，如 20世纪 5O年代至 70年代的日本，其增 

量资本产出比基本维持在 2．0的水平 ，此后则缓慢下降。 

显然，过去 30余年中国经济增长虽然长期居于高水平，但速度过快，难免“泥沙俱下”，其中包 

含的水分不可小觑。如此，倘若我国经济在增长速度下降的同时，大大压缩了其中包含的水分，换 

言之，如果增长速度之下降换来了效益的提高和质量的改善，那么，我国经济增长将更为真实，人 

民将因此得到更多的福祉 。这种变化并不可怕 ，而且是值得欢迎的。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达经济体和发展 中经济体之间，客观地存在着劳动生产率的差距 ， 

这种差距在根本上决 定了两类 国家 的经济差距。因此 ，所谓发展 问题 ，所谓赶超 问题 ，所 谓超越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实质上是缩小两类经济体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问题。因此，比过去稍慢 

但质量和效益均有所提高的增长速度，恰恰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恰为我们穿越中等 

收入陷阱提供了切实的物资保证。 

五、新阶段必须调整宏观调控思路 

国际金融危机 的不断深化以及应对危机手段之捉襟见肘 ，使得在上个世纪后 2O年 已被视 为 

敝屣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卷土重来，货币扩张几乎是各国宏观政策的不二选择。 

凯恩斯主义产生于上世纪 3O年代 的大萧条 ，它在防范危机恶化 ，从而避免产生多米诺骨牌死 

亡效应方面，确有明显效果。但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工具着眼于短期，其药方的疗效或属引鸩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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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 ，或属麻醉缓释，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救助 因长期结构性失衡所造成的大危机。 

首先，需求管理在总量扩张上能发挥作用，但对于结构转型与结构优化所起作用甚微。如今 

全球各大经济体陷入危机，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深层的结构性问题。比如，美国的货币扩张并没能 

使得依靠私人消费需求支撑增长的方式有多大改变，而中国的总量扩张，也有导致结构进一步扭 

曲的副效用，例如产能过剩问题、单位 GDP能耗上升等等，在近年来事实上进一步恶化了。其次， 

全球需求刺激政策已经走到末路。一则，由于需求管理政策长期过度使用，其效率已然递减，恰如 

强弩之末；二则，需求刺激政策的潜在风险由微而著。再次，从国际范围看，单纯的需求扩张极易 

引发贸易战、货币战 ，损人且不利己。 

因此，如果我们判断当前全球危机的本质是实体经济层面的结构性失衡、发展方式偏颇和创 

新能力缺失，如果我们认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构成我国未来 1O年甚至更长 

时期发展的真正基础，那么，我们的宏观政策就要及早转型，需求管理应当缓行、慎行，而供给面的 

体制机制调整则应尽快进行。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强调 ，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大势所趋 ，刻不容缓 。我们认为 ，在 

当今世界上 ，哪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及早 向供给管理转型 ，政策重点尽快 由短期的救市和维稳转 

向效率的提升和增长潜力的提高，哪一个国家就能更快地调整好 自身结构以适应全球发展新格 

局，也就能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竞赛 中胜出。 

六、宏观稳定，微观搞活 

着眼于调整结构，为未来经济增长培育后劲的宏观经济政策，可概括为“宏观稳定、微观搞 

活”。这种政策转变的核心便是 ，从关注需求管理转 向关注供给机制的培育 ，转 向关 注激励、效率、 

竞争、生产率以及资本形成等有利于提高潜在产出的因素。 

显然，关注供给、关注结构调整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一套放松管制的政策体系和激发市场活力 

的改革安排。它旨在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降低税负、降低融资成本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 

激发企业主体的活力；通过解除各种刚性的体制机制约束，提高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资金市场、 

土地市场)效率，藉以提高整个经济的竞争力。 

今后，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有效解决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而篇决产能过剩的 

政策工具 ，也应通过改革 ，主要从供给方寻找。 

其一，从产能过剩的表现来看，更多是由于供给过剩而非需求不足。目前，一些传统产业以及新兴 

产业所出现的产能过剩，从投入产出角度看 ，是有了大量投入，却形成了一些无效的或过剩的产能。 

其二 ，从产能过剩产生的原 因来看 ，尽管有周期性 因素影响 ，但更主要的是体制性 的、供给面 

的原 因。一些企业 (特别是那些有政府背景 的企业)在扩张过程 中，不计成本、不顾后果、盲 目扩 

张、重复建设 ，这是导致产能过剩的主要 因素 。有人说 ，重 复建设在市场经济中也是正常现象，但 

需要注意的是，在市场经济中，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造成的损失是由企业自己来买单的，而在中国 

目前这种情况下 ，造成的损失可能最终由政府特别是 中央政府来买单 ，因此 ，一些企业或地方政府 

在投资决策 时就会更加“大胆”，他们会通过给土地 、赠与矿产 资源、低价甚至免费 的方式推动投 

资，使其投资行为发生扭曲。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经验研究表明，产能过剩较严重的地方，恰恰 

是政策倾斜 区域和扶持性产业。 

其三，从治理产能过剩的思路看，要想从根子上解决产能过剩，还需要供给管理的思维。过去 

我们主要通过上项目、增投资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这或可因新投资需求的出现而暂时缓解当前 

的产能过剩，但会导致未来新一轮规模更大的产能过剩。鉴于此，我们必须摒弃以创造新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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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来消弭过剩产能的传统做法，应通过减少政府的干预，充分发挥企业和市场的作用，来最终抑 

制我国产能的盲 目增长。 

七、稳妥应对美联储的“量宽”退出 

数月前，美联储宣称将渐次退出其数量宽松政策 ，引起各国当局剧烈躁动 。9月 18日，美联储 

又宣布暂缓退出数量宽松政策。市场预期再次被搅乱。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动态确实值得高度关注，因为，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联储事实上 

在制定并执行着全球的货币政策。但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既深，影响渠道也相当复杂，因此，评 

估量宽退出的全面影响，既要厘清其可能采取的形式和渠道 ，也需要结合国际形势发展和各国国情。 

要评估量宽退出的效果和影响 ，首先还须对量宽及其影响进行分析。 

客观地说，面对本轮危机 ，各 国共同行动 ，尤其是共同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是充分汲取 2O世纪 3O 

年代的宏观调控教训的老成之举。这些政策，对稳定全球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虽然危机并未因此 

而逝去 ，危机的最恶劣的影响却显然被避免了。据 IMF研究 ，美联储 的数量宽松政策可能已使美国 

长期债券收益率下降超过 100个基点，所带动的全球产出增长高于 1 。这意味着，当全球经济可能 

陷入大萧条之时，以美国为首的数量宽松货币政策发挥了降低市场不确定性和稳定局面的积极作用。 

当然，宽松货币政策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为未来通货膨胀积累了潜在的货币 

基础 ，是世所公认的弊端 。但这实在只是浅表现象。影响更为深远的负面作用是 ，它纵容 (利用) 

了新兴经济体的失衡，使其可以通过投资大于储蓄的经典路径，维持经济较快增长。据 IMF的估 

计，2009年数量宽松政策推出后，新兴市场累计资本流入近 4万亿美元。显然，一旦这些资本撤 

出，如近几个月显示的那样，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失衡状况将进一步恶化。近期印度尼西亚、印度、 

巴西、土耳其等国出现的问题就是明证。 

应当看到，数量宽松货币政策是一次规模巨大的市场干预，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因此而扩张 

到了 3．5万亿美元，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本就全面、广泛而复杂。如今的量宽退出，或许会面对更 

为复杂的情况。从 3．5万亿美元巨额资产负债表逐渐回缩，这将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在此期 

间，联储不仅要维持债券市场的稳定，恢复其正常结构，还要尽量保持其他金融市场的供求平稳。 

加之，几年来联储数量宽松货币政策工具繁多，可能的操作组合也相当复杂，较容易产生政策的不 

透明性和市场的误解，这一切都会加大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使得其退出过程存在极大的不确定 

性。因此，即使美国实施量宽退出，其过程也是渐进的，一切要视美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的走势而 

定 ；另外 ，日本的“安倍经济学”正在兴头上 ，欧洲为巩固前一段治理成效 ，短时间也不大会收紧。 

美国量宽退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宜被夸大。首先，现在大家担心量宽退出有不利影 

响，主要是担心国内资本会因此而大规模流出。这种看法至少是片面的。而且，在我看来，即便出 

现这种状况 ，也未必一定是坏事。 

其一，如果说量宽政策的推出，曾导致大量 资本流人中国，使得我们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 ，因 

此而增发了大量货币 ，致使我国货币政策完全被外汇储备的动态所绑架的话 ，如今 ，倘若中国出现 

资本外流，那也会产生纠正国内金融结构的正向影响，其总体效果，是理顺国内金融结构，使得货 

币政策操作回归正常结构和平台。其二，如果量宽政策退出确实导致一些资本外流，我认为也不 

一 定是坏事。因为，一定规模的资本外流，对国内而言是启动去杠杆过程，它是挤泡沫的一个积极 

过程。这种市场清理机制是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这种清理是有代价的 ，甚至会导 

致一些企业倒闭，但其长期效果肯定是正向的。其三，量宽政策退出意味着美元供应将不断收紧， 

其汇率将趋于走强。如此 ，最可能的结果 ，是导致用美元定价的大宗商品价格下降，这将有利于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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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我国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利润水平，也有利于巩固经济增长的企稳势头。 

总之，一旦美国实施量宽退出，中国可能不会出现大规模资本流出的现象。退一步说，即便出 

现大规模资本流出，我国外汇管理或许需要因此采取一些对冲政策，但其对我国金融体系和经济 

体系的总体影响，或许还是正面的。当然，正如我们近年来应对外汇储备连年巨额流人而采取各 

项对冲措施是多样化和综合化的，应对外汇储备的流出，也需要多样化和综合化的政策组合，其间 

的不确定性和因此引致的国内金融市场波动，也会使得这个过程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我 

们真正需要关注的，首先是量宽政策退出导致国际资本流动在方向上和规模上出现急剧变化，以 

及 因此而引致的国内资本流动方 向和规模 的变化及其不确定性 。需要 提醒的是 ，亚洲金融危机 

前 ，危机国家均爆发了程度不同的流动性泛滥 ，这种状况与 日本采取数量宽松政策 ，在亚洲地 区形 

成大量息差交易(carry trade)密切相关。这一次，我们必须坚决防止这种现象发生。 

其次，应当考虑到国内正在推进金融改革，应把国内改革节奏与这个不确定的外部冲击因素 

统一起来考虑 ，防止 出现风险叠加 ，从而积极推进国内金融改革。 

八、做好上海自贸区这篇大文章 

9月 27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这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 

进入崭新阶段。 

改革和开放 ，一直是推动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 ，支撑 中国经济取得世所瞩 目伟大成就的两 

大因素。就两者关系而论，以开放促改革，则始终是一条比较清晰的路线图。此次上海自贸区的 

试验方案，进一步强调 了改革与开放之 间彼此促进、相辅相成 的关 系。因此，方案的发布 ，也宣布 

了中国新一轮改革进程的启动 。 

过去的 33年 ，中国的对外开放大致经历 了三个可识别 出明显区别的递进 阶段 。 

始以 1980建立深圳等四大经济特区，继以建立沿海对外开放带，直至浦东开发开放 ，中国坚 

定地迈出了对外开放的步伐。从那时至中国正式加入 WTO，是中国对外“政策性开放”时期。其 

基本特征就是我们主动地选择若干领域、地区和产业，主要采取特殊优惠政策的方式，有选择地引 

进 国外资金、技术 、管理和市场 ，逐步建立起出 口导向的经济体系。 

经历长达 13年不懈努力，中国于 2001年底正式加入 WTO，开创了对外“制度性开放”的时代。这一 

时期的基本特征，就是中国全面接受了一套由发达经济体预设的规则、体系、做法和“最佳实践”，全面融 

入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同时，在过去长期实施“引进来”战略的基础上，中国的企业开始走向世界 。 

此次上海 自贸区建设的启动 ，应视 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 阶段 。它站在过去 10年全面实施制 

度性开放的高台上，设定了“全面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的更为宏伟的目标，以期保证中国稳步成长 

为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大国，为增进全人类的福祉贡献力量 。 

建立上海 自贸区，也是我 国应对“世情”重大变化的战略举措 。这个世情 ，就是全球治理体制 

的变化 。 

自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 ，陆续有 20多个 国家加入 了该组织 。然而 ，新兴经济体 的相 

继加入 ，固然强化 了发达经济体主导 的经济全球化格局 ，但也对 国际经济秩序施加 了潜移默化的 

影响 ，使之逐渐向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方向发展。这使得发达经济体感觉到 ，WTO作为全球战略 

工具的价值，显然较预期要小得多。 

于是，G20开始受到他们的青睐。利用这个平台，发达经济体一方面可以重新开设其感兴趣 

的议题 ，另一方面可以回避 由 157个成员组成的难以掌控的 WTO格局，在较小 的治理平 台上发挥 

掌控力 。于是我们看到，在 G20平 台上，人 民币汇率 、贸易顺差、低消费、高储蓄等一系列 中国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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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被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责任密切联系，成为打压中国的工具，为发达经济体重新塑造国际分 

工体系张目。但是，毕竟无可奈何花落去，发达经济体借 G2O打压中国的目标亦未如愿。 

面对新形势，发达经济体 日益显示出其改变全球治理模式的趋向。自2011年底开始，“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TTIP)”、“多边服务业协议(PSA)”、“日欧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及近 日“欧加自由贸易协定”等相继推出，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发达经济体作 

为一个集体 ，已经不满于 目前的全球化模式及其运行规则；为了夺回全球治理的主导权 ，他们正结 

成新的“神圣同盟”，力图树立新规。 

这些“新规”均将 中国排除在外 ，因此具有明显的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这对我 国的未来发展 

形成严峻的外部压力 。 

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启动，清楚地表明了我国政府应对上述新变化的积极态度，展示了中 

国政府应对国际经济新格局的主动战略 ：一方 面，我们将主动要求参加正在形成 中的各项新规的 

谈判过程 ；另一方面，我们选择 中国领土上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域 ，尝试试验 TPP等新规中的合理规 

则，“实现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服务全国的发展。” 

因此我们可以说，上海 自贸区建设 的启动 ，同时也是我们应对 国情变化 的战略举措 。我们希 

望经过两至三年的改革试验 ，通过金融服务、航运服务 、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以及社会服 

务领域的扩大开放 ，积极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和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加快探索资本项 目可兑 

换和金融服务业全面开放，力争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 

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者平等准人 的市场环境，争取在上海 

率先建立符合国际化和法治化要求的跨境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 ，使试验 区成为我国进一步融人经 

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 ，成为我们试验使用“负面清单管理”，全面改革政府监管模式的重要平台，并 

以此为基础 ，进一步推动中国国内的经济改革。 

New Development Stage of China’S Economy 

LI Yang(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100732) 

Abstract：From the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in 2007，global economy has faced long time depression and 

started to show a“New Normality．”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Currency Wars’’among countries 

have already begun．In the meantime，due to the chang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roduction factors’ 

structure，China’S economy has been in the track of structural slowdown．In the highly complex domestic 

and foreign situations， the key point of macroeconomic operation is to transfor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to achieve quality economic growth，an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economic operation． Corresponding with this， macro control should abandon the pattern of demand 

management，and create new reform dividend by means of 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of enterprises and 

market and promoting a new round of reform．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transition，it is essential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and tO cope with the impact of the end of US quantitative easing policy；in order to 

bring a new climax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the establishment of Shanghai Free Trade Zone 

should also be promoted． 

Keywords：China’S Economy，Structural Slowdown，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Macro Control， 

Policy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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