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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新经济及新经济条件

下经济周期演变趋势的重新认识
———陈继勇教授等著《美国新经济与经济周期研究》一书评介

张中华

　　信息技术革命、知识经济崛起和美国新经济出

现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三个高

度相关的重大热点问题 ,对其进行全面、深入交叉研

究具有深化理论和揭示趋势的现实意义。由武汉大

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陈继勇教授等著的《美国新经济

与经济周期研究》一书 ,已于 2006 年 5 月由湖北人

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研究

为基础 ,力求全面地探讨美国新经济产生的条件、特

征以及新经济条件下美国经济周期的变化和演变趋

势。该项研究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哲

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 ,它的出版对于知识经

济和美国新经济的理论研究 ,以及对新经济及新经

济条件下美国经济周期演变和发展趋势的预测 ,无

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该书在概括国

内外有关新经济及经济周期问题研究新成果的基础

上 ,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理论研究框架 ,尤其是在知识

经济、新经济和经济周期等问题的研究上具有一定

的开创性。其主要特点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立论新颖 ,观点创新。该书从信息技术革

命的兴起、知识经济的发展和美国新经济的出现三

者紧随跟进、共存一国的事实出发 ,依据科技革命与

经济变革的内在联系 ,提出 :“信息技术革命及其引

发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为知识经济的兴起和迅猛

发展提供了技术和产业基础 ;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

所导致的一系列宏微观经济因素的变革和完善为美

国新经济出现提供了优良的环境和条件。”该立论的

提出 ,开创性地将信息技术革命、知识经济和美国新

经济出现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为全部分析的支点 ,体

现出了研究视野的宽阔性和论证基础的坚实性。同

时 ,该书通过比较研究国内外学术界对美国新经济

的研究 ,旗帜鲜明地指出 :“美国新经济的实质是以

知识经济为基础 ,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支撑 ,以

经济全球化为重要推动力量的、劳动生产率稳定提

高的效率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此观点是在总结前

人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得出的综合性结果 ,体现了研

究范围的广泛性和综合性。

第二 ,内容完整 ,逻辑清晰。该书从信息技术革

命、知识经济和美国新经济这三个世界经济研究中

的热点问题及其内在关系出发 ,深入、全面地探讨了

信息技术革命的性质及其经济影响 ;知识经济的内

涵、特征及其对美国宏观经济、微观经济、经济结构、

经济周期以及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 ;

美国新经济的特点、成因、新经济条件下美国经济周

期的演变趋势以及美国新经济的发展对亚太地区经

济格局的影响。同时 ,全书在分析过程中 ,对知识经

济、美国新经济和经济周期三者间的关系做了明确

的界定 ,认为知识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是后两者出现

的前提与基础 ,正是在知识经济悄然出现的大背景

下 ,美国新经济开始蓬勃发展 ,也正是新经济的作用

使美国的经济周期出现了新的变化。全书体现了内

容结构上的层层递进关系与完整性 ,内在逻辑清晰

严谨。

第三 ,分析方法多样 ,侧重比较研究。全书始终

贯穿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模

型分析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同时 ,在对具体

问题的研究中 ,又多采用比较分析方法 ,尤为注重对

不同领域的交叉研究。如在对知识经济和美国新经

济的交叉研究中 ,一方面将美国新经济融入知识经

济兴起的背景下 ,利用研究知识经济形成的综合分

析框架和最新成果 ,全面地探讨了知识经济对美国

传统经济的影响机制、范围和程度 ,进而阐明美国新

经济产生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把知识经济的发展置

951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于美国新经济之个案中 ,前瞻性地探讨了知识经济

兴起的制度环境、市场条件以及知识经济的运行机

制和增长模式 ,从而提出我国发展知识经济的思路、

策略和政策措施。在对美国经济周期的研究中 ,注

重对历次科技革命的比较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对信

息技术革命的性质和经济影响以及在新的经济条件

下美国经济周期的演变趋势进行了有重要理论意义

的探讨。

第四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侧重对策研究。全书

对当前国内外学术界有关知识经济、美国新经济以

及经济周期的理论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回顾、阐释与

综述 ,使读者对这些理论有一个较深入、系统的理论

认识。在此基础上 ,全书侧重于实证分析 ,注重对策

研究。该书第四章以美国知识经济的发展对 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经济产生的影响为出发点 ,结合

目前中国知识经济发展的现状 ,提出了当前发展我

国知识经济的基本战略思路 :树立科学的发展观 ,树

立知识经济的新观念和新思维 ;大力发展教育 ,培养

知识型人才 ;全方位加强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合作 ,发

展本国知识经济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加强传统产业

与信息产业的融合。并遵循这些思路 ,提出了加快

发展我国知识经济的六点措施 :解放思想和树立创

新意识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促进产业结构“软化”;

开展经济体制改革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建立国家创

新体系。第七章通过探讨中国新经济发展水平与美

国的差距 ,指出 :“要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

康发展 ,实现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升 ,就必须发

展中国的新经济”,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动科技体

制创新 ,促进我国新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对策措施。这

些对策措施对我国如何发展新经济具有重要的借鉴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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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简要结论

根据上述实证分析 ,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

第一 ,我国相对于经济发达国家而言的宽松的

环境管制并不是吸引 FDI的主要原因 ,外资投向是

由中国产业自身的构成状况所决定的 ,其污染的产

业指向特征并不显著。但宽松的环境管制对吸引

FDI有正向作用 ,放松环境管制可能导致外资产业

结构趋于污染加重。因此 ,环境管制仍需要加强 ,由

于我国环境管制水平相对经济发达国家较为落后 ,

可以借鉴经济发达国家污染控制的成功经验 ,并结

合我国国情制定并完善一系列的环境管制措施。在

引进外资的过程中不仅考虑经济效益 ,更要重视环

境效益 ,按照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原则处理引资

问题。

第二 ,国内生产总值、劳动力成本、市场化水平、

产业集聚程度、基础设施状况等因素对 FDI有显著

影响。因此 ,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促进 FDI: (1)加快

我国经济增长 ,尤其是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 ,

通过提升经济规模、扩大市场容量来吸引外资投入 ;

(2)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 ,特别是劳动力丰

富的中西部地区更应把握这一机会 ,吸引外资从东

部和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扩散 ; (3) 加强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建设 ,提高经济市场化水平 ,使我国经济环

境与世界投资环境接轨 ; (4) 推动地区产业集聚发

展 ,提升地区产业竞争力优势 ; (5) 完善基础设施建

设 ,为吸引外商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注释 :
①数据来自于《国际金融报》,由大趋势网站转引 (www.

tendeny.com/rdplnl.asp?trid=3542 ) 。
②数据摘自国家环境和资源综合利用司副司长何炳光

在“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座谈会上的报告
内容 (www.people.com.cn/GB/32306/54155/57487/4055245.

html) 。
③12 种主要污染物包括 8 个工业废水污染指标 ,即 :

COD、氰化物、汞、铬、石油类、砷、铅和镉 ;3 个工业污染物指
标 ,即 :二氧化硫、烟尘、粉尘 ;1 个工业固体废物指标 ,即 :工
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

④这里分布频率比较是指不同类型外资行业构成和中
国工业企业构成的比值 (Φ) 的变化 ,通过公式Φij =F ij/C ij来
计算 ,式中 Fij为外资 i 类产业的 j 项指标占三资企业中 j 项
指标的比重 ,Cij为中国 i 产业 j 项指标占中国全部工业 j 项指
标的比重。Φij =1 表示外资企业 i 类产业的 j 项指标的分布
频率与中国同类产业同项指标的分布频率一致 ;Φij <1 表示
外资的产业构成低于 (优于) 中国相应产业的构成 ;Φij >1 表
明外资的产业构成高于 (劣于)中国相应产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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