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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03年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主要围绕“世界经济理论与世

界经济形势的新发展“这一主题展开讨论，内容涉及有：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人民币汇率升

值问题、国际贸易壁垒与多边贸易问题、经齐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

竞争力、世界经济学科建设等。 文章对前三个论题的主要观点作一综述。
关键词：世界经齐趋势；人民币汇率；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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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经济形势分析

一些代表认为，目前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出
“

一超多强 ”的特点。 前苏联解

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淮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力图按自己的设想构筑整个世界

经济秩序，尤其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领域推行普遍性准则。 虽然，2001年3

月开始，美国遭遇战后第十次经济衰退，但是这次衰退仅持续8个月，千2001

年11月结束，生产下降的幅度也不大，仅1.3%。 分析其原因，科技创新周期

和科技发展进程影响了危机的程度，此外，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宏观调控的影

响。 布什政府的赤字财政政策对经济复苏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

巨额的财政赤字。 在 2003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新减税法案，根据这一法案，

今后10年内政府将为美国家庭和企业减税，将向财政困难的州政府提供财政

援助。 这一法案的实施将进一步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扩大赤字，估计美国未

来10年将是财政赤字连年。 而财政赤字反过来又会限制政府为刺激经济可

能采取的措施，对经济复苏起到牵制作用，财政赤字再加上外贸赤字，将促使

美元汇率不断地贬值。

从欧盟看，其整体经济实力可以与美国相匹配，但由于欧盟正在实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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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政治的一体化，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还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平衡性，

所以目前还难以与美国抗衡。 尤其是在近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明显下降的形

势下，欧盟经济的停滞尤为突出。 表现为出口受阻，财政赤字，失业率较高，复

苏迟迟难以显现，经济增长率不足1%。 另 一方面，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却在不

断攀升，与其经济增长的现状十分不协调，有学者担心这会对世界经济的复苏

不利。 欧盟经济增长停滞的症结，主要在于欧盟内部经济结构的
“

三高
”

：高工

资、高税收、高福利，从而带来劳动力市场的僵化，即劳动力聘用和解聘上的僵

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欧盟各成员国的福利制度将成为阻碍经济增长

的瓶颈。 欧盟的问题实际上反映出福利国家如何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进行

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的问题。 欧盟要想走出困境，必须对劳动力保障、医疗保

障等福利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

从日本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由此产生不良债权，

带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和资产紧缩。 与会日本学者认为，近年日本产业基础

弱化、通货紧缩、财政危机都可以归因于1985年与美国签订的日美广场协定，

或进一步追究起源于1960年对日元的过低评估。 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

初，美国一直认为日本是自己的威胁，要求日本提高汇率和扩大内需，来减少

美日双边贸易赤字，达到削弱日本经济实力的战略目的。 日元汇率升值对日

本经济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日本经济的不景气根源在于经济全球化过程

中，日本的投资和生产市场的竞争力在衰退，因此日本经济政策的核心应该是

恢复这种竞争力。

也有学者指出，应该看到从 2002年一季度以来，日本经济有所回升，表现

为企业经营状况明显好转，失业率下降，出口增长较快，股指上升，金融运行趋

于稳定，不良债权从 2003年开始下降。 虽然增长幅度还非常微弱，但表明日

本经济体制的调整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效。 日本经济走出衰退，这对东亚经济

稳定将起积极的作用。

从俄罗斯看，俄罗斯经过政治和经济上的多年动荡，经济实力有所下降 j

但在工业几个主要领域和农业几个主要产品上，俄罗斯仍处千世界前列。 此

外，俄罗斯自然资源和入力资源丰富，军事力量也依然强大，在世界政治、外交

领域仍十分活跃，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中潜力很大。 在过去 3年里，俄罗斯经

济总体有所上升，年均增长率和年均消费率都在不断增加，但国内1/4人口尚

处最低保障线下，普京的中期纲领提出今后俄罗斯的发展将以提高民族竞争

力为中心，即实现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和经济优化。 过去10年俄罗斯转轨经济

学研究的是在总和不变下，保持转轨不返回，今后10年将探索如何成功转轨。

俄罗斯实现翻番的有利因索集中在国内政局稳定和有利的国际环境。 不利因

素是投资中的资金问题，即如何将国内 20%～30％的储蓄率转化为投资率，

如何将流出国外的资金吸引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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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学者从综合实力上分析和预测了美、欧、日、中、俄等17国在 2000~

2020年的综合国力，将这些国家划分为最强、次强和中强三个国家群。 认为

最强国家是美国，次强国家群基本是发达国家，中国也在其中，中强国家群基

本是发展中国家。

二、人民币自由浮动汇率问题

要求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呼声最早从日本开始，到2003年在美国达到高

潮，美国国会中无论是共和党议员还是民主党议员都在攻击中国的汇率政策，

要求人民币升值。 在本次会议上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讨论的热点问题。

有代表从中美经贸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对这一压力的起因进行分析，认为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是导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美要求人民币升值

的主要经济原因，而遏制中国的冷战思维与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又是人民币

升值压力的政治原因。

有学者不同意上述看法，认为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来自中国本身的结构

与制度因素。 认为中国国际收入的三顺差，即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错误遗漏

顺差，导致人民币购买力上升，币值要求升值。 这种升值压力的成因在于：（1)

过度出口。 其原因首先是国内生产过剩，国有企业缺乏退出机制，因此将大量

过剩品输出到国外；其次是失业的存在、社会保障的缺乏、分配的差距，使得百

姓有钱不敢花；此外，金融机构的失衡，民营经济已快速发展，而银行却未改变

其国有性质，造成民间储蓄未能转化为有效的投资等。 (2) 扭曲利用外资模

式。 中国的资源被外国利用，外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就业的同时，也促使了国

家利益的流失；外资的本币化造成地方政府争夺国内资源、虚假繁荣的景象。

(3) 产生现行利用外资模式的原因。 其根源来自中国经济缺乏健全的经济主

体。 这种过度依赖造成扭曲，其结果与经济目标相背离。 为此，主张人民币温

和升值。 认为升值与贬值的趋势是同一的，2006年后不排除金融危机和人民

币贬值的可能性。

一些学者不同意升值主张，认为中国对外贸易上的巨额顺差只是暂时的，

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大规模地投入，要维持经济高增长率，需吸纳大量的原材

料、能源和资源，因此今后随着进口快速地增长，贸易差额会不断缩小。 有学

者提出一个简捷模型，指出人民币升值后，出口下降，就业减少，产量降低，从

而越来越远离经济增长目标。 也有学者指出人民币升值的水平无人知道，因

为人民币无市场；美元汇率走弱将成为今后 3~4年的趋势，美国大选需要减

少赤字，需要美元走软，因此盯住美元的人民币在全球也会走弱。 认为跟着美

元走弱符合中国利益，而将现行的汇率制，改为自由浮动汇率制的做法不适合

中国，它会使中国银行直接面临经营压力。 当然现今的汇率也不能继续，现今

美国对华的政治压力今后一定会变为经济压力，应有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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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不能自由兑换外币，因此人民币无市场，

果真如此吗？有学者指出境外已经出现人民币市场。 境外流通的人民币与当

地货币兑换形成两种类型的境外人民币汇率：一种类型是在中蒙、中俄、中朝、

中越、中缅、中老边境产生的汇率，在这些边境人民币易于兑换当地货币，而当

地货币难以兑换到人民币，因此人民币与它们的兑换汇率不是经常性的；另一

种类型是在港、澳、新、马、泰、韩等周边地区和国家产生的汇率，由于这类地区

或国家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其货币在不同程度上可以兑换为国际储备货币，因

此人民币与它们的兑换汇率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便形成了市场。 当这种有一

定市场的境外入民币的汇率大于境内汇率时，就可能出现人民币现钞跨境流

动的套汇现象。 这是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一个新课题，需要研究。

对于汇率制度的改革，有学者提醒在金融开放和汇率改革中，要注意金融

开放的次序。 有学者主张近期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应是：增加可以保留

外汇的企业和提高保留外汇的比例，逐步实行自由结汇制；货币当局不再承担

买卖外汇供求差额的责任，适当放宽对人民币汇率每日变动幅度的限制，以建

立汇率调节机制等。 多数学者同意建立汇率调节机制，认为人民币汇率变动

本身不是什么问题，关键在于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汇率制度问题。

三、国际贸易壁垒与多边贸易问题

反倾销目前已成为国际贸易非关税壁垒中最常使用的手段之一，19 04年

加拿大最早对进口商品征收反倾销税，1916年美国也开始实施反倾销手段，

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前反倾销手段都未充分发挥作用。 70年代后随着关

税不断的降低，反倾销在合法阻碍他国产品入境方面的作用被日益重视，并从

发达国家蔓延到发展中国家。 现在绝大多数国家都定有反倾销条例，经济增

长最快的中国已成为反倾销最大的受害者，分析其原因，有学者认为在千： 一

些国家的传统产业在国际市场上丧失了竞争优势，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泛

滥；其他经济体经济增长缓慢，而中国出口增速不减；中国国内出口商只顾局

部利益，自相竞争过分激烈；中国少数出口商的出口行为存在倾销的嫌疑。 针

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存在的问题，专家建议：建立出口反倾销预警机制，通过

对重点行业、产业、地区市场变化的监测、整理和分析，建立预警模型，快速反

映各国市场的出口状况、贸易法规、政策等情况，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向企业提

供准确的国际市场清况，使国内厂商免受外国的反倾销调查，或者及早作出应

对反应。 同时，为免受外国进口品冲击，建立进口反倾销预警机制，提高对国

内产业保护的速度和效率，可有效保护国家产业安全。

一些学者还预测了中国产品在欧美市场竞争力的变化和将来可能遭受特

保措施的产品。 认为在187种SITC-3分位数商品中，中国共有 133~135种

产品在未来 5年内(2000年为起点）竞争力将上升，在欧美市场上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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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同程度地提高，其中竞争力上升的产品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

集型产品上。 面对欧美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特保条款，中国在制定对策时除

了应注意建立应对保障措施的产品预警系统、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外，还应该积

极反击国外保障措施的滥用，维护本国出口利益；完善保障措施的国内立法工

作；选择正确的报复方式，比如采用进口数翟限制替代关税限制，在行业选择

上选择那些在对方国家利益集团作用比较显著的行业或产品，选择那些对国

内其他产业影响较小的行业，以此通过对这些利益集团的影响去改变它们政

府的政策选择，同时避免中国在实施反报复措施的 同时间接地损害了国内其

他相关企业的利益。

注释：

综述资料分别来自：1. 大会发言，主要有程伟、李翋、伍贻康、周文贵、余永定、华民、潘英

丽、朱民、薛敬孝等人的发言；2. 小组讨论大组交流，各组汇报者有李向阳、孙杰、佟家栋、

李晓、何帆；3. 代表提交的会议论文：（l）赵春明、杨国昌：“不断拓展世界经济研究的新领

域
”

;（2)张彬、吴苏云：“美国财政赤字产生原因、经济影响及走势分析
“

;(3)刘崇仪：“美国

经济周期变动与宏观经济决策
”

;(4)石田渡：“日本能否改良经济结构
”

;(5)陈沙：“21世纪

初期的日本综合国力
”

;(6)林汪：“美方要求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的背景分析
”

;（7)李翋：

“论境外人民币汇率的决定
“

;（8)张汉林等：“反倾销预警机制模型评介及启示
“

;（9)李坤

望张伯伟：＂入世后主要发达国家贸易保障措施对我国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

。

A Summary of the Viewpoints at the Eighth 

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World Economy 

Association in China 

LIN Ju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main topic at the eighth 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World 

Economy Association in China is on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ies of 

world economy and the economic situation in the world", ranging from anal

ysis of the economic situation in the world, appreciation of RMB, interna

tional trade barrier and bilateral trad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integra

tion,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 in world economy, the construction of cour

ses in world economy and so on. This paper makes a summary on the main 

viewpoints of the first three topics. 

Key words: trend of world economy; exchange rate of RMB; trade ba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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