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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失衡与中美经贸关系

———2007 年全国美国经济学会年会综述

李　卓　盛杨怿

　　2007 年 3 月 24 日至 25 日 ,由全国美国经济学

会主办、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美国加拿大经济

研究所、世界经济系承办的“全国美国经济学会第八

届会员代表大会”在武汉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会

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江苏社会科学院、湖北社

会科学院、浦东美国经济研究中心、新华社、《世界经

济》、《国际贸易问题》杂志社、中国银行香港分行 ,以

及吉林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

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广州外语外贸大学、湖北大学等单位的 140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代表们向大会提交

学术论文 70 余篇。名誉会长郭吴新教授做了精彩

的报告 ,学会名称由原“全国美国经济学会”正式更

名为“中国美国经济学会”。陈继勇教授担任中国美

国经济学会会长。

本次会议的研讨主要围绕“全球经济失衡与中

美经贸关系”这一议题展开 ,会议就全球经济失衡问

题的现实表现与理论研究、当今世界经济与政治格

局的变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21 世纪初美国经济走

势和中美经贸关系等领域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

的交流 ,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和具有建设性

的建议。现将本次会议讨论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全球经济失衡

在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讨论中 ,与会代表一致

认为在短期趋势下 ,为了保证美国及全球经济的稳

定增长 ,全球经济失衡的现状具有可持续性。

陈宝森研究员从债务经济的角度分析了全球经

济失衡现象 ,他认为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在于美国 ,

债务经济是美国向世界筹集经济资源的一种有效手

段。分析美国的财政状况可以发现 ,政府储蓄、企业

储蓄和个人储蓄账户都是赤字。债务经济不是美国

经济发展的一种偶然现象 ,而是一种常态经济 ,近期

内 ,想要改变是不太可能的。美国经常项目的逆差

之所以没有导致金融危机的产生 ,是全球金融市场

的准美元本位造成的。而且 ,现阶段美国负债的绝

对数虽然很高 ,但相对数不大。另外 ,当前的美国巨

额外债和全球过度储蓄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 ,近几

年来世界经济的繁荣正好建立在这种不平衡上 ,所

以也可称之为在不平衡中的平衡关系。

刘崇仪教授分析指出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与全

球经济格局密切相关。一是当前国际分工格局。在

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格局中 ,以中国为代

表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产业链的底端 ,以产品为载体

的劳务输出为主 ,产品的附加值低。二是美元化的

格局。美元的特殊地位 ,使得美国容易获得债务工

具以应对到期债务 ,而且全球资本回流回美国 ,购买

美国国债。造成这种格局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美两

国的技术差距。由于国际资源被跨国公司占有 ,中

国不得不加入其主导的产业链 ,导致了国内出现经

济增长速度快 ,而福利水平反而下降的现象。对此

中国最好的应对之策是进行自主创新。

宋玉华教授从贸易模式的角度解释了全球经济

失衡问题 ,她提出全球经济失衡是一种结构性失衡 ,

是战后经济结构长期演变的结果 ,是世界经济中长

期的、基本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的深层次演变在世界

经济运行中的必然的、集中的反映。其中 ,当代贸易

模式的变化及其新发展是重要原因之一。美国、东

亚等的跨国公司的投资贸易活动使中国处于终端制

造商和最终出口地的地位 ,由此形成了中国总体上

的巨额贸易顺差。在此背景下 ,简单的汇率调整和

贸易保护手段都将难以实现世界经济失衡的有序调

整。

张礼卿教授提出了全球经济失衡这一概念界定

的问题 ,他认为目前讨论的全球经济失衡准确的定

义应该是全球的国际收支失衡 ,而我们所讨论的全

球经济失衡应包括环境、能源等各方面 ,并且这些领

域的问题也很值得关注。关于全球经济失衡产生的

原因可以从以下三个视角进行分析 ,即储蓄 - 投资

的分析框架 ,实际有效汇率和全球化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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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今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的变化

李长久教授对世界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 ,他认

为现阶段世界经济处于较快的增长时期 ,2006 年全

球国内生产总值 ( GDP) 的平均增长率为 5%,2007

年预测为 4.9% 。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的稳

定态势、石油价格回落的趋势、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

进展以及国际经济协调能力的加强是当前世界经济

发展的有利因素 ,而世界经济发展也存在不稳定因

素包括地区安全问题、流动性过剩引起的金融市场

风险加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

张幼文研究员从国际关系的角度阐述了中美两

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 ,他认为中美两国在经济

全球化中是一种不对称的利益关系。从政治上讲 ,

中美有很多共同利益所在 ,如稳定国内政治局势、反

恐、自然灾害、环境保护等 ;而不对称的利益关系则

体现在 :美国的政治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美国

的霸权地位 ,而中国的政治目标是发展 ,创造可持续

的外部环境 ,两者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从经济上

来讲 ,全球化要素流动的特点使得中美两国的地位

不对称 :中国改革的特点是外资进入 ,形成了我国在

世界上的分工地位 ,中国处于要素集聚、生产、制造

者的地位 ,必然出现双顺差 ;而美国处于要素供给者

的地位 ,其必然是双赤字。中美经济的这种不对称

地位是经济全球化中的一种必然现象 ,也是全球化

的必经阶段。中国和谐世界的发展理论具有战略价

值和现实意义 ,我们应在不挑战世界霸权和经济秩

序的前提下 ,创造互利共赢的环境 ,实现共同发展。

三、当前美国经济走势

与会代表认为 2006 年美国经济的运行基本健

康但增速并不均衡 ,第一季度 ,由于受到卡特里娜飓

风的恢复重建工作的影响 ,GDP增速达到了 4.8%,

远高于 2005 年第四季度的 1.7% 。随后三个季度增

速开始回落 ,据估计 2006 年下半年真实 GDP的增长

率为 2.75%, 这个数字是 2003 年以来历年中最低

的。关于 GDP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 ,代表们认为主

要是 :能源价格的上涨 ;短期贷款利率上涨 ,并在

2006 年夏季触顶 ;加息引致房地产市场的衰退。

但是 ,房地产市场的降温对其他经济指标影响

不大 :消费者支出仍然有较大幅度增长 ,比上年增加

3.7%, 占到了总需求的 2/3 (与此相对应的是 ,全年

个人储蓄率下降到 -1.0%,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最低点) ;个人收入继续增加 ;出口和投资保持旺盛

的增长势头 ,出口增长比上年提高了 2.5 个百分点 ,

达到 9.2%,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5%; 受到总需求增

长的拉动 ,就业市场非常兴旺 ,失业率比上年下降了

0.4 个百分点 ,为 4.6%, 处在历史低位。因此 ,除了

储蓄不足以外 ,2006 年的美国经济总体上比较健

康。

四、中美经贸关系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中美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和最大的发达国家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

双边关系之一。2006 年 4 月胡锦涛主席成功对美

国进行国事访问 ,与美国总统布什就全面推进 21 世

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达成了新的重要共识 ,确认

中美双方不仅是利益攸关方 ,而且是建设性合作者。

因此 ,加强中美经贸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符合两国和

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张建清教授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 ,利用博弈论

的分析方法 ,解释了在绝对利益、相对利益和相互依

赖的情况下 ,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不平衡发展。因

为美国在经济方面更倾向于绝对收益 ,所以合作便

会出现 ,其最直接表现就是双边贸易额和美国对中

国直接投资额逐年攀升 ;相反 ,在政治领域美国更侧

重于相对收益 ,所以合作难以达成而导致冲突不断 ;

但是由于两国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 ,所以虽

然冲突致使两国政治关系时有起伏 ,但中美两国关

系依然处在向前发展的良性航道上。

项卫星教授从金融的视角分析了中美经济关

系 ,他提出中美经济关系中存在“双循环”体制 ,是中

美经济关系失衡的主要表现。而导致这种失衡的根

本原因是双边金融关系的失衡。这种失衡主要表现

在 :美国“金融国家”与中国“贸易国家”的不对称格

局 ;中美两国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的差异 ;中国非正式

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及其影响下的两国利率的趋

同。因此 ,中国应积极调整对外经济发展战略 ,及时

调整“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对外引资战略和对

外金融战略 ,使中国逐渐从贸易大国向金融大国转

变 ,以减少这种失衡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损失。

关于中美贸易逆差的问题 ,何伟文研究员通过

汇率的实证分析说明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汇率

对于贸易平衡已经不起作用。美国的贸易逆差产生

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和美国国内经济结构的调

整。因此 ,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无助于改变美中贸易

逆差。对此 ,他认为 ,中国的政策取向应为 :用汇率

改革代替汇率升值的说法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不

应该作为人民币币值评估的标准 ;中国汇率机制的

确定仍应该以本国利益为基础。另外 ,他认为 ,应使

汇率问题逐渐淡出中美贸易问题的争议 ,贸易失衡

关注的焦点应该是两国产业的互补、扩大从美国的

进口和知识产权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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