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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刊 专 论#

新形势下的科技创新战略和以科技创新
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路径

王一鸣

!!摘要$ 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 本文第一部分讨论了全球大变局下我国科技创

新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 第二部分阐释了新发展阶段我国科技创新的新使命新任务% 第三部分探讨了我国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战略& 提出在战略上要从技术追赶转向努力构建局部领先优势& 在路

径上要从终端产品创新转向加强中间品创新& 在政策上要从鼓励集成创新转向鼓励原始创新% 第四部分提

出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路径& 强调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和培育新质生产力& 推进人

工智能技术赋能产业发展& 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 加快传统产业数智化绿色化

转型升级&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推动 '科技( 产业( 金融) 良性循环$

关键词$ 科技创新!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

作者简介$ 王一鸣&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研究员$

一# 全球大变局下我国科技创新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大变局的关键变量* 全球争

夺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 科技创新正在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

&一' 新一轮科技革命孕育新的重大突破

新一轮科技革命呈现人工智能# 量子科技# 生命科学等领域交叉融合# 多点突破的发展态势) 为

产业变革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开辟新途径*

人工智能成为引领颠覆性创新的前沿领域* 物联网# 云计算# 大数据等构建 $人+网+物% 互联

体系和泛在智能信息网络) 数据# 算力# 算法三要素融合发展) 推动人工智能向自主学习# 人机协同

增强智能和基于网络的群体智能等方向发展) 正在突破传统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依靠大模型# 大数据

和大算力的支撑) 从 *&'.@B<到通用人工智能) 推动人工智能向制造# 交通# 金融# 教育# 医疗# 文

创等各领域广泛渗透) 优化决策系统) 改善生产流程) 重塑创新生态) 催生产业变革) 推动生产率大

幅提升* 根据麦肯锡 CDCE 年 F 月 GH 日发布的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经济潜力" 下一波生产力浪潮- 报

告) 到 CDHD 年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使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 DIGJ至 DIF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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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科技孕育重大技术范式变革和创新* 量子计算超越传统计算极限) 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复杂

计算任务) 为人工智能# 密码分析# 气象预报# 资源勘探# 药物设计等大规模计算难题提供更为强大

的工具* 量子通信有极强的抗干扰和隐蔽性能) 在信息传输安全领域有广泛应用场景) 成为推动信息

通信技术演进和数字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量子测量在微弱电磁信号检测) 绝对重力与重力梯度测量)

以及软硬目标探测识别等领域的发展) 将为国防# 工业# 地质# 环保等众多行业应用赋能*

生命科学拓展精准医疗和再生医学发展空间* 新型基因技术不断涌现) 合成生物学快速发展) 基

因编辑技术日新月异) 为医疗健康技术发展注入新动力* 以基因组为核心的集成研发# 以生物标志物

验证为关键的临床技术研究) 以基因数据库为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 以及精准医学# 干细胞与再生医

学# 分子靶向治疗# 移动健康监测等快速演进) 医学模块加快从临床医学向健康医学扩展) 催生生物

医药和生物技术产业迅速兴起* 脑机接口技术在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建立无创的直接连接并实现实时

信息交换) 呈现巨大的潜在应用前景*

&二' 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刻影响产业变革方向

新一轮科技革命是全球产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 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不断涌现) 催生新产业#

新模式# 新业态) 推动产业模式和产业形态发生革命性变化*

制造技术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 数字智能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先进传感技术# 数

字化设计制造# 机器人与智能控制系统等日趋广泛应用) 催生人机共融的智能制造模式) 大幅提升制

造系统的柔性和敏捷性) 推动工业生产向分布式# 定制化模式转型) 制造业生产流程# 研发设计# 企

业管理乃至用户关系都呈现智能化趋势* 广泛采用智能化控制技术) 并与节能减排技术# 清洁生产工

艺相融合) 推动制造方式绿色化转型*

能源技术向绿色低碳和智能化方向发展* 数字智能技术与能源技术融合) 推动化石能源清洁化#

清洁能源规模化和能源服务智能化) 促进能源结构从高碳向低碳和零碳转变) 能源生产与消费方式从

资源消耗型向生态适应型转变* 太阳能# 风能# 生物质能# 地热能# 水能# 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开

发# 存储和传输技术的进步) 深刻改变传统能源结构* 氢能# 天然水合物和聚变能等新一代能源技术

的发展) 为解决能源需求开辟新途径*

空天和海洋技术向纵深化方向发展* 国际空间技术聚焦空间信息应用和建立更强大的空间探索能

力) 致力于建立体系融合# 高性能# 低成本# 广覆盖的空间信息与服务系统) 推进大推力火箭# 可重

复使用运载器和新型推进技术的研发和商业化应用) 高效率天地往返运输系统# 近地空间站应用# 月

球与火星探测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海洋技术由浅海向深海# 由区域向全球拓展) 围绕深海开发# 全

球变化等领域展开布局) 并向 $星+空+海% $海面+海中+海底% 空间海洋立体观测网拓展) 载人

深潜器# 海底资源探测和开发# 海洋生物技术和海洋生态工程等催生新型海洋经济*

&三' 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改变传统生产要素与新生产要素的相对地位) 深刻改变就业结构# 分

配结构和社会结构) 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全新挑战*

传统要素和新要素的相对地位显著变化* 生产过程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使劳动力# 土地等传

统生产要素的地位相对下降) 科技和人力资本成为产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传统的三次产业分类边界

日趋模糊) 产业结构高级化将更多体现数据要素投入# 人工智能赋能带来的边际效率改善和全要素生

产率提升* 人工智能# 量子计算的创新浪潮推动智能制造# 大规模个性化定制# 互联网金融# 网上研

发平台等新产业# 新模式# 新业态的广泛兴起) 生产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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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结构# 分配结构和社会结构深刻演进* 与以往工业革命主要替代体力劳动不同) 以数字化智

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转向对脑力劳动的替代和对人的智力的拓展) 越来越多的产品设计

和技术研发# 客户管理和商业营销等专业技术岗位将被人工智能替代* 世界经济论坛 CDCE 年的一项

调查显示) 未来 K 年人工智能将取代全球 LEDD 万个就业岗位) 同时创造 FMDD 万个新的岗位) 净流失

GHDD 万个就业岗位) 相当于目前全球就业人口的 CJ* 随着人工智能广泛融入生产过程) 新增就业岗

位向就业技能的两端集聚) 中间阶层逐步收缩) 从事简单脑力劳动和程序化工作的群体收入增长放

缓) 社会结构日益由 $橄榄型% 转向 $哑铃型%*

&四' 全球争夺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塑各国竞争力消长与全球竞争格局) 全球范围争夺科技制高点的竞

争日趋激烈* 美国为确保在关键战略科技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 不惜成本加大对中国科技封锁和打压

力度*

全球范围争夺科技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 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刻改变国家间的比较优势和竞争

力* 发达国家凭借智能制造优势弥补劳动力成本劣势) 加之拥有对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控制力) 原

有的竞争优势地位得以巩固和强化* 大国在前沿科技领域的竞争加剧) 成为重塑全球创新和产业版图

的主导因素* 人工智能的异军突起和在产业变革中的引领作用) 使其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新高地* 与

此同时) 防范人工智能在传播虚假信息# 侵害个人权益# 制造安全隐患# 加大技术鸿沟等方面的巨大

潜在风险) 也迫切要求大国间加强合作*

美国不惜成本加大对我国科技封锁和打压力度* 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引发美国的霸权焦虑* 美国

把中国定位为唯一 $既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 又有 $越来越多的经济# 外交# 军事和技术力量推进

这一目标的国家%* 美国在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和其他先进软件开发) 高性能计算) 半导体和先进计

算机硬件) 量子计算和信息系统) 机器自动化与先进制造等关键科技领域加大投入) 并以人工智能为

战略制高点对我国进行降维式打击) 以确保在关键战略科技领域的绝对优势* 拜登政府推出 $小院高

墙% 战略) 采取更严密更大力度的对华科技封锁措施) 加大对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管制) 并联合西方盟

国限制芯片制造设备# 零部件及软件对华出口* 美国在科技领域的封锁和打压) 对中美双方具有不对

称效应) 也将增大我国产业技术路线选择的成本和风险*

二# 新发展阶段我国科技创新的新使命新任务

近年来) 我国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位势迅速提升) 但科技创新仍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 产业链

供应链自主可控面临新挑战* $十四五% 规划明确提出) $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

位) 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明确了新发展阶段我国科技创新的新使命和新任务*

&一' 我国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位势持续提升

经过改革开放 HD 多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发展) 我国科技发展正从跟跑为主转向跟跑和并

跑# 领跑并存) 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 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 已进入创新型

国家行列) 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

主要创新指标进入世界前列* 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研发投入大国和第二大知识产出大国* CDCE

年) 全社会研发支出达到 EIEE 万亿元)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 CIFHJ &见图 G') 超过 CDCC 年欧盟国

家 CICEJ的平均水平*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增强) 企业在全社会研发投入# 研究人员和发明专利的占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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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年我国研发经费支出和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均超过 NDJ* 高被引论文数量保持

世界第二) 专利合作条约 &B*<' 国

际专利申请量稳居全球第一* 根据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OPB8' 发布的

,CDCE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 我国

的综合排名继 CDGF 年首次进入前 CK

名之后持续提升) CDCE 年位居第 GC

位) 是前 ED 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

济体*

战略高技术和前沿技术取得重

大突破* 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并开

启长期有人驻留时代) $天问一号%

火星探测器开展首次地外行星环绕# 着陆# 巡视探测) $羲和号% 实现太阳探测零的突破* 在第五代

移动通信 &K@' 和光通信# 高速铁路等领域攻克一批重大关键核心技术) 新一代人工智能# 量子通信

与量子计算机# 脑科学与类脑研究# 生物育种等重大项目取得重要进展* *MGM 大型客机投入商业运

营) 0级 KD 兆瓦重型燃气轮机投产) 北斗导航商业化应用规模扩大* 战略高技术和前沿技术的重大突

破) 为产业转型升级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持续改善* 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成立一批国家实验室) 重组国家重点实验

室) 支持周期长# 风险大# 难度高# 前景好的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 科技创新的政策体系进一

步健全) 市场导向的技术创新机制逐步完善) 政策工具从财税支持为主逐步转向更多依靠体制机制创

新# 普惠性政策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增强) 在智能终端# 无人机# 电

子商务# 云计算# 互联网金融# 人工智能等领域崛起一批有全球影响的创新型企业* 欧盟执委会发布

了 ,CDCE 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 显示) 在 CDCC 年全球前 CKDD 家研发公司中) 我国有 FNM 家企

业进入榜单) 排名第二) 仅次于美国的 LCN 家* 胡润研究院发布 ,CDCE 全球独角兽榜- 显示) 全球共

有 GEFG 家独角兽企业) 我国有 EGF 家上榜) 仅次于美国的 FFF 家) 排名第二) 占全球独角兽企业数量

的 CEICJ &见图 C') 过去一年全球诞生的 KDL 家新独角兽企业中我国占 GDN 家*

全社会创新生态不断优化* 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 持续优化 $揭榜挂帅%

$赛马% 等机制) 实行探索型和任务导向型科技项目分类评价制度) 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

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的试点) 健全知识产权保护运用体制机制* 龙头企业# 中小微企业# 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等多方协同) 打造专业化创新服务平台) 形成从产品研发设计到产品生产的全链条服务* 打

通 $科技+产业+金融% 链条) 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 营造良好创新生态*

&二' 科技创新仍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

我国科技创新取得重大进展) 但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科技强国的要求相比) 还存在一些短板和

弱项*

原始创新能力仍然不足* 从我国创新投入现状来看) 研发投入结构存在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比重

低和试验发展比重高的特点) 如 CDCC 年我国三大研发活动占研发投入的比重分别为 FIFJ# GGIEJ和

LCIGJ) 基础研究占比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8Q*R' 国家的水平 &见图 E'* 科研成果评价重

数量# 轻质量) 重短期收益# 轻长期效果) 整体质量和水平有待提高) 尚不具备引领国际前沿研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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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随着我国进入跟跑和并跑# 领跑并存的新阶段) 迫切需要加大基础研究等创新链前端环节的投

入) 增强原始创新能力*

图#"#$!'%#$#&年全球独角兽公司数量分布占比

数据来源# 胡润研究院 %CDCE 全球独角兽榜&$

图&"#$!$%#$##年中国与主要发达经济体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投入比重比较

数据来源# 8Q*R$

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原始创新能力不强) 特别是缺乏原创性# 颠覆性技术创新) 使得不少关

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发达国家* 高端芯片# 机器人核心部件# 储能技术# 生物制药等受制于人的局面

尚未根本改变* 支撑产业升级# 引领前沿突破的源头技术储备不足) 一些产业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供给

难以满足产业升级的要求*

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高* 近年来) 科技研发投入增长较快) 但创新绩效依然较低) 产出效率不

高* 从反映专利质量水平的三方专利来看) 我国与发达国家的仍有差距* 科技创新资源整合不够) 科

技创新力量布局有待优化) 创新政策实施缺乏协同) 创新链# 产业链# 资金链融合不畅) 科技生态有

待进一步优化*

人才激励机制仍不健全* 我国科技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 但战略科学家和高端领军人才依然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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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科睿唯安 &*9'($S'.26,'9;.$%-' 发布的 CDCE 年度 $高被引科学家% 名单) 中国大陆上榜人数较上

年提高 GINJ) 达 GCNK 人次) 但占比仅为 GNIMJ) 仍明显低于美国 ENIKJ的占比* 重人才引进数量)

轻人才环境建设) 各类人才计划层次多# 交叉重复) 但相关政策措施落实还不到位) 与国际接轨的科

研氛围# 可持续的科研设施保障仍有待改善*

&三' 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仍面临挑战

近年来) 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得到提升) 但中间品仍是短板) 而且短板产品进口集

中度偏高*

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明显增强* 我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制造

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 EDJ) 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 GH 年居世界首位) 已经形成 CDD 多个成熟的产业

集群) 具有生产集中度高的优势*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CDCG 年 L 月发布的报告指出) 在 GLD 种全球主要

贸易品中) NDJ的生产集中在我国* 我国已成为全球 GHD 多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国* 这有利于增强

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 扩大回旋空间和对冲外部压力*

产业链供应链的短板主要在中间品* 我国作为处在下游的制造业大国) 面临来自上游国家的技术

封锁和关键零部件 $断供% 的风险* 改革开放后) 我国主要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式) 学习国

外先进技术) 并对其进行适应性改造和再创新) 实现国外先进技术和装备的国产化) 推动产业技术进

步) 迅速缩小了我国产业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在核电# 水轮机# 高铁# 工程机械# 通信设备

等终端产品领域逐步形成国际竞争力) 但关键零部件# 元器件# 基础材料# 工业软件等中间品仍是短

板) 面临被 $卡脖子% 的风险*

我国短板产品进口的集中度较高* 我国产业链整体上处于价值链中低端) 在关键零部件# 元器

件# 基础材料和高端装备的精度# 稳定性# 可靠性和使用寿命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 过去

这部分产品主要依靠国际市场进口) 但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 西方国家加强出口管制) 我国产业链供

应链面临的外部风险增大* 如果将 $只有少数发达经济体才能生产且中国进口量较大的中间品和资本

品% 确定为短板产品) 并按一定标准!对进口商品目录中的中间品和资本品进行筛选) 可以得到涵盖

核心中间品和资本品的短板产品清单* 从中可以看出) 美国# 德国和日本是我国短板产品的主要供给

国) 供给的集中度相对较高*

三# 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战略

面对外部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和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新使命)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在战

略上要从技术追赶转向努力构建局部领先优势) 在路径上要从终端产品创新转向加强中间品创新) 在

政策上要从鼓励集成创新转向鼓励原始创新*

&一' 在创新战略上& 从技术追赶转向努力构建局部领先优势

过去在技术追赶阶段) 我国科技进步的主要路径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技术源头主要在海外)

创新以终端产品集成创新为主) 基础研究# 核心技术# 原始创新能力较为薄弱* 面向未来) 在创新战

略上要从技术追赶转向努力构建局部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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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的标准是" 该产品前五大供货方都为发达经济体. 前五大供货方该产品的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 FDJ. 中国该产品进口额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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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局部领先优势是在国际科技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战略选择* 随着美国加大对我国的科技封锁和

打压力度) 我国已难以像过去那样依靠跟随追赶加快科技进步) 必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实现关键核

心技术自主可控* 跟随在先进国家后面追赶) 可以大幅降低技术路线选择的成本和风险) 但这种模式

只能缩小与国外先进技术的差距) 难以实现对先进技术的超越* 虽然我国现有科技水平还不具备对先

进国家科技发展的系统性超越能力) 而且在相当一个时期还难以构建全面领先优势) 但随着我国科技

水平不断提升) 有能力有条件在部分有较好科技基础# 符合未来发展方向# 对国家发展和安全有战略

意义的领域构建局部领先优势* 在外部环境深刻变化的背景下) 构建局部领先优势) 不仅是形成非对

称反制能力的重要条件) 也是在国际科技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战略选择*

构建局部领先优势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是增强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重要途径* 要整合国家科研机构# 高水平研

究型大学# 科技领军企业的力量) 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 聚焦事关国家发展全局和产业链供应链自

主可控的重大科技问题) 建设跨学科# 大协作# 高强度的协同创新平台) 在关键共性技术# 基础前沿

技术# 原创引领技术领域多出重大科技成果) 改变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

构建局部领先优势要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创新* 构建局部领先优势) 就不可能是国外先进技术

的简单替代) 而必须要有新的科学发现# 新的技术路线# 新的产业形态# 新的商业模式) 推动生产可

能性边界实现新的拓展* 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 瞄准人工智能# 量子信息# 集成电路#

先进制造# 生命健康# 脑科学# 生物育种# 空天科技# 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 前瞻部署一批战略性#

储备性科技项目) 推进项目协同和一体化部署) 形成一批原创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

&二' 在创新路径上& 从终端产品创新转向加强中间品创新

我国部分终端产品已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但承载关键核心技术的零部件# 元器件# 基础材

料# 基础软件等中间品对外依赖度仍然较高* 因此) 在创新路径上要强化中间品的科技创新) 通过发

挥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作用) 与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相结合) 推动中间品创新取得新突破*

加强中间品创新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的内在要求* 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短板主要在

关键零部件# 元器件# 基础材料# 基础软件等中间品* 不同于终端产品的集成创新) 中间品的科技含

量高) 产品迭代快) 产业生态复杂) 隐含更多的隐性知识) 需要长期的技术积累) 创新难度比终端产

品更大更复杂* 国际经验表明) 各国越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对国外中间品进口依赖度越高* 因

此) 加强中间品创新) 并不是要对中间品进行进口替代和自给自足) 而是要聚焦事关国家安全的关键

领域) 实现中间品的自主可控*

加强中间品创新要发挥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作用* 中间品采购方是千千万万市场主体) 其市场竞

争力不仅在于技术领先性) 还取决于商业可行性* 这就要求强化创新过程的市场需求导向) 发挥企业

的创新主体作用)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中间品创新体系) 健全以企业为主导的科研组织模式* 发挥链

主企业引领作用) 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 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 支持龙头企业联合高等院校# 科研院

所和上下游企业共建创新联合体) 促进创新资源共享和一体化配置) 开展关键核心技术研发) 推动中

间品创新取得突破*

加强中间品创新要与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相结合* 产业基础再造工程聚焦基础零部件# 基础元

器件# 基础材料# 基础工艺# 基础软件和产业技术基础等薄弱领域) 旨在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 这既

与中间品创新在领域上有重叠) 也是中间品创新的产业基础能力支撑* 加强中间品创新) 要依托产业

基础再造工程的组织体系) 发挥企业特别是科技领军型企业 $出题人% $答题人% $阅卷人%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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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企业根据产业发展需求和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目标) 提炼科技创新重大需求并参与重大科技攻

关) 鼓励企业使用自主创新产品并提出改善产品的意见) 为自主创新产品工程化产业化应用创造良好

环境*

&三' 在创新政策上& 要从鼓励集成创新转向鼓励原始创新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必须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在原始创新上取得更多突破* 因此) 在创新

政策上要从鼓励集成创新转向鼓励原始创新) 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加大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力

度) 在更多领域跻身国际领先行列*

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 原始创新是具有突破性或颠覆性的新科学

理论# 新科学方法和新技术发明) 通常会开辟新的科技领域和新的技术范式* 无论是构筑局部领先优

势) 还是加强中间品创新) 都需要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问题* 只有提

升原始创新能力) 实现更多 $从 D 到 G% 的突破) 不断增强原始创新的策源功能) 才能为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 建设科技强国夯实基础*

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要加强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是科学发展的根基) 是原始创新的源头活水* 随着

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科学研究范式的深刻变革) 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 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

前移* 基础研究要坚持自由探索和需求导向相结合) 把握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战略需求) 优化基础研

究支出结构) 增加面向需求的支出) 有组织推进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 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

研究# 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 提高基础研究对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 鼓励社会各界以捐赠和建

立基金等方式多渠道增加投入) 对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实行税收优惠) 形成持续稳定的投入机制* 改进

基础研究的评价机制) 实行分类评价和分类管理) 对自由探索的研究项目以同行评议为主) 对满足国

家战略需求的研究项目以目标评价为主* 优化基础学科建设布局) 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

以基础研究的突破带动引领性原创成果# 战略性技术产品的重大突破*

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要加大高水平人才培养力度* 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根本上要靠高水平人才* 我

国高水平领军人才特别是战略科学家仍然不足) 迫切要求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培养更多具有战略

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 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 强化研究型大学建设与国家战略目标#

战略任务的对接) 培养壮大高水平人才队伍* 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 能力# 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

系) 让更多高水平人才在创新实践中脱颖而出) 造就更多国际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一流创新团队* 实

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 建设集聚国内外优秀人才的全球人才高地*

四# 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路径

科技创新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支撑* CDCE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 $以科技创新

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列为 CDCH 年重点任务之首* 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 就要以科技创新

为核心动力) 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展开布局*

&一' 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和培育新质生产力

科技创新是产业创新的核心要素) 产业创新是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基本路径* 产业强)

科技创新必须强* 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要围绕事关产业发展全局和产业创新的重大需求部署科

技创新) 建设一批产业科技创新平台) 布局一批中试和应用验证平台) 集中优势资源推进重大战略性

技术和产品取得突破) 推进关键技术攻关# 迭代应用# 生态培育的体系化建设) 为产业创新提供强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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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支撑*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 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

力) 具有高科技# 高效能# 高质量特征) 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

深入发展) 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已成为产业变革的 $加速器% 和 $助推器%* 例如人工智能# 量子

计算# 生物技术等催生了一系列前沿科技) 拓展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空间* 因此) 要前瞻性布局处于孕

育孵化阶段的颠覆性# 前沿性技术创新) 不断在原始创新# 基础研究# 前沿技术探索上占领制高点)

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 新模式# 新动能) 以新的科学发现# 新的技术发明# 新的技术组

合和新的技术范式) 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 更多具有先发优势的产业形态) 从而不断形成新质生产力*

&二' 推进数字智能技术赋能产业发展

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加快新一代数字智能技术在制造业全行业全链条应用* 加快中小企业数

字化转型) 开发推广符合中小企业需求# 高性价比的数字化产品# 服务和解决方案* 实施人工智能创

新工程) 加快突破算力# 算法# 数据等底层技术) 推进全行业全链条赋能应用* 推动人工智能大模型

在产业领域示范应用) 在通用大模型基础上针对行业特点进行精准训练) 开发行业性人工智能解决方

案* 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 大力发展智能产品和智能制造装备) 加快智能车间# 智能工厂# 智能供

应链建设) 推动装备# 软件# 网络等创新突破) 完善智能制造标准体系) 推进智能制造取得新突破*

&三' 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 是培育发展新动能# 引领未来发展的关

键领域* CDCC 年)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 GEJ*

! 未来一个时期) 随着

越来越多的前沿技术进入大规模产业化应用阶段)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空间将进一步拓展* 培育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趋势) 聚焦集成电路# 第六代移动通信

&F@'# 智能网联汽车# 新能源# 新材料# 高端装备# 航空航天# 生物医药等) 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

应用) 支持多技术路线探索和交叉融合) 推进应用场景建设) 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化发展) 营造

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 高端要素积聚# 产学研密切合作的产业业态)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增

长新引擎*

&四' 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

未来产业是决定全球未来产业版图和各国产业竞争力消长的关键变量* 当前) 人工智能# 量子科

技# 生命科学等正在孕育新的突破) 要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 前瞻布局人形机器人#

下一代互联网# 量子信息# 生物制造等一批未来产业* 开辟新赛道) 意味着技术轨道将发生迁移) 而

不是在原有轨道上的延伸* 未来产业的战略重要性# 先发锁定性和长期探索性) 决定了要将基础研

究# 原始创新和前沿探索作为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的优先项) 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以应

用场景为牵引) 鼓励多条技术路线并行探索# 同台竞争) 完善科技成果孵化支持) 催生更多新产业#

新模式# 新业态) 赢得未来产业的先发优势*

&五' 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我国传统产业规模大# 行业分布广)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LDJ左右* 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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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政"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 GEJ- ) ,人民日报- ) CDCE 年 N 月 F 日*



新形势下的科技创新战略和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路径

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趋势) 以数智化# 绿色化为战略方向* 加快钢铁# 石化# 建材#

轻工# 纺织等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 智能化改造) 推进人工智能# 大数据# 云计算# 区块链等新一代

数字技术在研发设计# 生产制造# 营销网络# 经营管理等全链条多元化应用) 进而推动设备更新# 工

艺升级# 数字赋能# 管理创新* 大力发展绿色制造) 打造更多绿色车间# 绿色工厂# 绿色园区) 加强

环境# 社会和治理 &Q4@' 标准体系建设) 构建绿色产品认证体系) 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转型升级*

&六'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当前)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调整重构* 美国等西方国家以 $去风险化% 为名推行产业回流# 近

岸外包# 友岸外包) 行 $去中国化% 之实* 我国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 GH 年居世界首位) 制造业增加

值占全球比重稳定在 EDJ左右) 制造业竞争力# 创新力# 抗风险能力明显提升) 但仍存在 $大而不

强# 宽而不深# 全而不精% 问题) 仍处于由大变强# 爬坡过坎的重要关口* 制造业关联性强# 价值链

长# 带动力大) 对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具有全局性影响* 要瞄准制造业产业链薄弱环

节)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多措并举强链# 延链# 补链* 发挥科技创新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

安全水平的关键作用) 推动工艺创新# 流程创新# 产品创新) 促进制造业高端化# 智能化# 绿色化*

加强标准体系建设) 通过技术创新与标准研制相结合) 以更高标准引领产品质量提升) 推动制造业迈

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七' 推动 '科技( 产业( 金融) 良性循环

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与科技创新的资金需求不完全匹配* 科技创新风险大而金融机构

追求稳定收益. 科技企业需要 $长钱% 而金融机构倾向于提供 $短钱%. 科技型中小企业需要 $小

钱% 而金融机构习惯于给 $大钱%. 科技企业 $重研发# 轻资产% 而金融机构倾向于提供抵押融资*

推动 $科技# 产业# 金融% 良性循环) 旨在突破创新链# 产业链# 资金链深度融合的堵点和断点) 促

进科技同产业对接# 资金同需求对接) 为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营造良好生态* 要深化金融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优化融资结构) 鼓励发展创业投资# 股权投资和天使投资基金) 满足处于不同生命周期

科技企业的资金需求) 支持长期资本# 耐心资本# 战略资本更多地投向科技创新) 积极探索信贷融资

支持科技创新的新模式) 拓展商业银行参与股权投资支持科技创新的空间) 提高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

力度# 广度和精度) 形成全方位# 多层次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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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 机遇挑战和前景

张燕生

!!摘要$ 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延续了国际金融危机( 新冠疫情的冲击% 进一步使地缘政治形势恶化( 地缘

经济冲突加剧& 改变了国际格局% 进一步推动了基于规则的经济全球化走向终结& 进入地缘冲突( 大国竞

争( 世界失序的新阶段$ '大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 关键是如何化危为机( 转危为安( 做好自己的事情$

如把双循环战略的主战场聚焦在东亚( 东南亚等周边地区& 聚焦在 '一带一路)& 聚焦在与美欧日韩第三方

合作$ 在新形势下要始终坚持发展要安全( 斗争要艺术( 开放要自主的原则& 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前行$

中美战略竞争的重点是科技( 产业( 金融实力之间的较量$ 应对这一较量& 既需要外交( 安全( 军事( 发

改( 科技( 商务等部门形成合力& 也需要央地分工合作& 还需要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培育国际竞

争与合作的新优势$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需要跨越 '修昔底德陷阱) '萨缪尔森陷阱) '金

德尔伯格陷阱)&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 新国际环境!全球治理!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作者简介$ 张燕生&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一# 新国际环境的影响和未来走势

&一' 新国际环境是否还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 $综观全局) 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 对我国来说) 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

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其基本依据之一) 是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正是一个经济全球

化# 新科技革命# 大国合作蓬勃发展的时期* 在世界经济史上) 这样的时期往往是世界经济贸易增长

的黄金时期)

! 也是改变大国实力对比的重要时期* 谁能够把握参与全球化融入世界的机遇) 谁就能

够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延续了国际金融危机# 新冠疫情的冲击) 进一步使地缘

政治形势恶化# 地缘经济冲突加剧) 改变了国际格局. 进一步推动了基于规则的经济全球化走向终

结) 进入地缘冲突# 大国竞争# 世界失序的新阶段* 这个阶段) 被称为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乌克兰危机对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影响) 对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和政策的影响) 对 $一带一路% 倡议#

发展倡议# 安全倡议# 文明倡议的影响) 是目前最大最不确定性的冲击* 当前) 我们是继续推动高水

平对外开放) 还是采取开放收缩的对策/ $大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 关键是如何化危为机# 转危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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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经济史上) GLND 至 GMGE 年曾是一个自由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 也是第二次工业革命蓬勃兴起# 人类进入电气化时代#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终确立的时期* 这个时期) 曾经的霸权国家英国# 法国由盛而衰) 新兴大国美国# 德国由弱而强) 是大国实力对

比变化改变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重要时期*



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 机遇挑战和前景

安# 做好自己的事情* 如把双循环战略的主战场聚焦在东亚# 东南亚等周边地区) 聚焦在 $一带一

路%) 聚焦在与美欧日韩第三方合作* 在乌克兰危机的新形势下要始终坚持发展要安全# 斗争要艺术#

开放要自主的原则) 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前行*

&二' '和平与发展) 是否还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

从全球治理角度看) 原来人们期待世界能够从单极化走向中美欧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然而) 随着

乌克兰危机不断演进) 这个希望正在走向破灭* 无论乌克兰危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都会导致欧盟进

一步偏离欧洲自主战略) 而更全面深度地倒向美国) 导致俄罗斯的大国地位急剧下降* 如果北约把势

力范围扩大到亚洲) 再在东亚挑起另一场乌克兰危机式的代理人战争) 不仅将会导致日韩进一步偏离

亚太区域合作而更全面深度地倒向美国) 更会由此严重损害中国的大国地位* 美国为此付出的代价仅

仅是几百亿美元的援助和一些过时的军火* 当今世界面对的一个不确定性风险) 就是全球治理架构正

进一步走向单极化而不是多极化* 另一个不确定性风险就是中美战略竞争正出现一个负反馈机制) 无

论是否愿意) 事实上都在快速滑向冲突对抗的陷阱* 如果大国不能有战略自觉) 构建危机管控的硬约

束机制和协定) 世界走向直接冲突对抗的风险将急剧上升*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要 $维护和平的发

展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 这既是新形势下继续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本前提) 也是亟须冲突各

方合作构建危机管控的制度和协议架构* 但是) 目前大国之间缺少沟通对话机制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

的问题*

&三' 世界形成两大平行的贸易和产业体系难以避免

从国际贸易领域看) 乌克兰危机后) $发展要安全% 已经上升到大国战略全局的高度* 美国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近期发表讲话) 认为要用地缘政治和安全竞争定义新的国际环境* 当下美国

仅生产全球 GDJ的半导体# HJ的锂# GEJ的钴# DJ的镍和石墨* 超过 LDJ的关键矿物是由中国加工

生产的* 美国要改变安全隐患) 加快降低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依赖程度* 未来 GD 年) 美国将动员

EIK 万亿美元的公共投资和私人资本来加强半导体等关键领域*

! 当前的一个基本趋势是与安全相关

的领域与中国 $脱钩断链% 的可能性在显著上升) 与安全不相关的领域则动员产业外迁) 希望把关键

技术# 设备和人才撤离中国) 把中国变成一个普通商品销售地* 在第三方领域) 如 $一带一路% 倡议

正面对七国集团 &@N' 推动的 $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 &B@PP' 的竞争) $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 &#*QB' 正面对 $印太经济框架% &PBQ0' 的竞争*

"

在双向投资领域) 由于担心亚太地区发生另一场乌克兰危机式的代理人战争) 外商投资企业开始

在中国建立不依赖美国技术的本地销售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美国政府则计划出台措施限制本国企业

对中国的私募# 风投和直接投资) 涉及芯片# 人工智能 &6P' 和量子投资等关键领域* 目前的招商引

资形势是) 成本驱动型资本正在持续离开中国) 其中包括内资和外资. 市场驱动型外资则出现分化)

多数外商投资企业会选择继续留在中国发展) 但少数外企正在离开中国. 效率驱动型外资选择轻资产

进入) 不做重资产投入* 因此) 近年来制造业外资占比已经下降到 CDJ左右) 服务业外资占比达到

NKJ左右* 从 $走出去% 对外投资的形势看) 无论传统制造业企业) 还是跨境电商等新业态企业) 抑

或是高新技术产业都加快推进 $走出去% 步伐* 受到地缘政治的严重影响) 中国企业产业链供应链如

果不迁往墨西哥# 越南# 印度# 中东欧等近岸制造的主要区域) 美国采购商或产业链供应链主导企业

!!"'!

!

"

沙利文" ,拜登政府关于美国全球经济议程- ) 布鲁金斯学院研究报告) CDCE 年 K 月*

美国把 #*QB与 PBQ0之间# $一带一路% 与 B@PP之间的竞争定义为低成本与高标准区域化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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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取消订单* 因此) 新形势下需要从战略全局重新审视我国对外经贸联系的新路径和未来前景*

&四' 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关系将发生深刻变化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 中国与美国# 欧盟# 日韩# 金砖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日

趋复杂化* 中国与美国# 欧盟# 日韩等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受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越来越大* 从表 G 的

数据可以看到) 在 CDDL 年国际金融危机前) 中国主要贸易伙伴排序分别是欧盟# 美国# 日本# 东盟#

韩国) CDCC 年则变为东盟# 欧盟# 美国# 韩国# 日本* CDCE 年前 K 个月) 中国对东盟出口 GIKF 万亿

元) 占比 GFICGJ) 对欧盟出口 GIHL 万亿元) 占比 GKIELJ) 对美国出口 GIEL 万亿元) 占比 GHIEHJ)

对日本出口 HFGCIN 亿元) 占比 HINMJ* CDCE 年上半年数据表明) 中国对东盟进出口同比增长 KIHJ)

对欧盟增长 GIMJ) 对美国则下降 LIHJ* 可见) 乌克兰危机# 大国竞争# 地缘政治等因素已经严重影

响中美贸易关系* 毕竟美国是开放程度高# 规模大# 利润丰厚的市场) 稳住中美贸易关系至关重要*

同时) 要进一步深化中欧贸易合作关系) 拓展 #*QB的三个经济合作圈的贸易关系) 如中国与东盟#

中国与日韩# 中国与澳新区域一体化经贸关系) 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贸易联系) 推动对外贸易高

质量发展*

表!"中国主要出口和贸易伙伴变化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第五位

CDDN 主要贸易伙伴 欧盟 美国 日本 东盟 韩国

CDCC 主要贸易伙伴 东盟 欧盟 美国 韩国 日本

CDDN 主要出口伙伴 欧盟 美国 日本 东盟 韩国

CDCC 主要出口伙伴 美国 东盟 欧盟 日本 韩国

!!资料来源# 相关年份的海关贸易统计数据$

二# 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所面对的机遇和挑战

&一' '发展要安全( 斗争要艺术( 开放要自主) 的战略转变

乌克兰危机是能够改变国际格局# 大国关系# 世界秩序的重大事件* 北约及西方主要大国绝不会

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重大机会) 对俄罗斯及其伙伴国家落井下石) 同时开始谋划北约下一步转场亚太

地区) 系统性地搅动南海# 东海# 台海# 朝鲜半岛# 南亚次大陆# 中东和西亚# 中亚和南高加索等地

区的地缘政治# 军事# 经济布局) 锋芒直指中国* 对此) 新形势下中国将面对大国百年博弈的另一场

硬仗*

!

乌克兰危机将激发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 首先) 乌克兰危机把北约以代理人战争方式激化军事对

抗) 把西方盟国体系以多轮次# 宽领域# 无所不包的 $群殴% 制裁方式排除异己) 把美国以价值观划

线建立新国际伙伴关系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如何在陷入这种困境后) 探索发展要安全# 斗争要艺

术# 开放要自主的战略就变得十分重要* 其次) 要把科技# 产业# 金融高水平自立自强摆在重要的位

置上* 持续提升科技# 产业# 金融国际竞争力的同时) 要辩证认识和统筹协调好高水平自立自强与全

方位国际合作之间的关系) 辩证认识和统筹协调好发展与安全# 斗争与艺术# 开放与自主之间的关

!!"(!

!

虽然 P=0等国际组织按购买力平价预测) CDGH 年中国经济规模已超过美国. 但按汇率计算) 国内外经济学家普遍预测有可能是

在 CDED+CDEK 年* 当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的那一天开始) 中美百年战略博弈才真正拉开序幕* 在这之前) 仍处于中美战略竞争的试

探期* 因此) 真正的大国竞争的考验还没有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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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辩证认识和统筹协调好科技# 产业# 金融的关键核心环节) 攻坚克难与放开搞活) 发挥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发挥政府在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关键平台建设的重要作用* 最后) 在中美

科技# 产业# 金融实力竞争以及选择性脱钩和去风险化的条件下) 如何推动科技# 产业# 金融的全方

位国际合作/ 从美苏战略竞争的 $斯普尼克时刻% 看) GMKN 年苏联斯普尼克人造卫星上天) 激发了

美国尖端科技领域的全方位追赶和对苏联尖端科技的全面脱钩封锁) 最终因苏联科技战略竞争失败而

产生 $红旗落地% 的悲惨结局* 因此) 基于高水平自立自强的全方位国际合作) 是中国科技# 产业#

金融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 中美战略竞争的重点是科技# 产业# 金融实力之间的较量* 这既需要外

交# 安全# 军事# 发改# 科技# 商务等部门形成合力) 也需要央地分工合作) 还需要建立最广泛的国

际统一战线) 培育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新优势*

&二' 大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 化危为机做好自己的事情

乌克兰危机引发北约及其盟国的空前团结) 他们不仅采取了一系列针对能源# 军事# 科技# 金融

等领域的对俄罗斯制裁措施) 而且竞相升级对乌克兰的经济# 军事# 民生等大量援助* CDCE 年 @N 发

表声明) 继续推进对乌克兰防空系统# 弹药和坦克的支持. 向乌克兰提供总计 EMD 亿美元的援助) 以

支持乌克兰重建. 继续协调加强对俄罗斯制裁* 在乌克兰危机爆发 KDD 天之际) 美国宣布了一项对乌

克兰的新军事援助计划) 其中首次包括 GKK 毫米的集束弹药 &RBP*='*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林!卡

尔表示) 提供集束炸弹将缓解美国当前弹药库存的压力* 这个计划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许多欧洲

国家都禁止使用集束炸弹以避免对平民的伤害* 截至 CDCE 年 F 月下旬) 欧盟已针对俄罗斯发起了 GD

轮制裁) 随后就第 GG 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

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制裁与反制裁# 援助与升级# 冲突与失控) 给中国上了如何应对西方制裁和冲

突的现实一课* 一方面) 要辩证认识 $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世界面临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 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 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 要紧扣重要战略机遇

新内涵%*

! 另一方面) 要丢掉幻想# 化危为机# 转危为安# 做好自己的事) 同时要为发生最坏情景做

好准备* 如科技# 产业# 金融等领域都是处于开放合作环境中) 已形成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相互依

存的合作关系* 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关键核心技术# 材料# 零部件# 软件主要是由西方供货商供货* 是

否要在关键核心领域做进口替代# 自主创新# 国内备胎的准备) 是否需要做难以替代的反制准备) 如

何培育关键核心领域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开发能力等问题) 需要有系统应对准备* 在全球市场竞争面

前) 这不仅要解决 $有没有% 的问题) 更要解决 $好不好% 的问题) 这必然是一个长期的准备和转

型升级进程*

&三' 新形势下重新审视货物( 服务( 资源( 要素等流动型开放

乌克兰危机加剧了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价值观分歧和地缘政治矛盾) 这将直接影响双方经

贸关系# 双向投资及市场准入限制*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 推进货物# 服务# 资源# 要素等跨境流动

和交换进一步扩大流动型开放) 需要加强市场开放的微观基础建设* 改革开放 HK 年以来) 中国商品

市场开放已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 表 C 提供的数据说明) CDCE 年 GK 个成员全面生效进入全面实施

!!")!

!

"

资料来源" ,CDGL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 ) 新华网) CDGL 年 GC 月 CG 日*

如何看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评价/ 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世贸组织的专业人士) 比如世贸组织前总干事拉米# 世

贸组织信息和对外关系司司长罗克韦尔等) 都认为中国是履行入世承诺的 $优等生% * 但同时) 部分大国认为中国没有很好履行承诺*

如何看待这个分歧/ 拉米曾讲过) 中国是履行世贸组织承诺的优等生) 这需要得到充分肯定. 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 光履行入

世承诺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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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B的阶段) 这是一个覆盖人口最多# 经济贸易规模最大# 最有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的自贸区* 表 E

提供的数据说明) #*QB成员货物贸易关税减让承诺都达到了 MDJ左右* 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在 F

年内分两批实施) 是一个包容性的高质量自贸协定* 这也是中日两国之间第一个自由贸易协议) 货物

贸易零关税比重将从 LJ提高到 LFJ以上* 此外) 中国于 CDCG 年分别正式申请加入 $全面与进步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B<BB'#

!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QB6'* 本地区还有一个包括中美两

国在内的亚太经合组织 &6BQ*' 框架下的# 正在推进中的 $亚太自贸区% &0<66B'* 这些协定将加

快推动亚太地区市场开放进程*

CDCE 年上半年) 在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长减速# 外需萎缩# 产业外迁# 地缘政治干扰明显上升的形

势下) 中国对东盟进出口占对 #*QB其他成员进出口总值的比重已提升到 KDIKJ* 西部陆海新通道铁

海联运班列累计运输货物 HCIH 万标箱) 增长了 GDIKJ* 同期) 海关共监管验放中老铁路进出口货物

CGHIF 万吨) 同比增加 GMHIHJ* 两大跨境通道持续拓展中国对东盟贸易往来辐射范围) 带动新通道沿

线地区对东盟进出口快速增长* 上半年) 沿线地区对东盟进出口 HELFIK 亿元) 增长 CGIHJ* 中国自

东盟进口农产品 GCKDIL 亿元) 增长 NIKJ) 高于自东盟进口整体增速 FIH 个百分点* 部分特色农产品

进口表现亮点) 其中水果进口 HDKIH 亿元) 增长 CHIGJ) 鲜榴
!

# 菠萝分别增长 FKJ和 CHIGJ. 棕

榈油进口 GDMIG 亿元) 增长 GCDIKJ* 同期) 中国对东盟# 拉美# 非洲# 中亚五国的进出口规模同比

分别增长 KIHJ# NJ# GDIKJ# EKIFJ) 均高于同期整体进出口增速*

表#"#$#!年全球主要区域贸易协定成员人口数( 经济情况及占比

#*QB *B<BB Q> &欧盟' >4=*6 &美墨加协定'

成员数 GK GG CN E

人口数 &亿人)J' CCIFH) CLIN KIGG) FIK HIHN) KIN HIMN) FIE

@RB &GD 亿美元)J' CNLEE) CLIL GGFMK) GCIG GNDLL) GNIN CFKNF) CNIK

出口 &同上' FHLH) CLIM EHDK) GKIC FFED) CMIK CNKF) GCIE

进口 &同上' KFME) CKIG ECEH) GHIE FHFM) CLIK EMFC) GNIK

区内贸易 &同上' GCGNN) CNID FFEM) GHIN GEDMM) CMID FNGL) GHIM

外商直接投资 &同上' KNM) CFIL ECE) GHIM ENN) GNIK KHF) CKIE

对外直接投资 &同上' KDH) CMIK EGL) GLIF KMM) EKIG HNH) CNIN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然而) 基于自由贸易的 #*QB将面对基于地缘政治的 PBQ0的竞争* #*QB是一个开放# 包容# 有

弹性和韧性的自由贸易区框架* 它有三个经济合作圈) 中国与东盟# 中日韩# 中国与澳新* 目前) 东

盟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出口伙伴. 中日韩是东亚生产网络的轴心) 将决定东亚生产方式转型

方向. 澳新为初级产品供应地) 中国与澳新经济互补性强* 而美国主导的 PBQ0是一个带有地缘政治

色彩的框架* PBQ0具有四大支柱" 公平和有弹性的贸易) 供应链弹性) 清洁能源# 脱碳和基础设施建

设) 税收和反腐败* 我们希望这两个协定之间能够做到挂钩不脱钩# 合作不对抗# 开放不封闭) 更有

利于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 即使是两者之间的竞争) 也应当是互补性的# 错位性的# 差异化的竞

争) 而不是制裁# 打压和阻遏* PBQ0和 #*QB协定有 N 个成员是重合的) 亚太地区经济体是否能在继

!!"*!

!

国际上一些国家的官员和学者对我国正式申请加入 *B<BB抱有怀疑的态度* 他们提问) 中国是动真格的还是外交姿态) 中国能

够接受 *B<BB的经济安保条款# 做出相应经济主权让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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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分享 #*QB贸易投资自由便利和开放的地区主义好处的同时) 又能够分享 PBQ0四个支柱的好处) 取

决于地缘政治干预的程度) 也有待观察两个协定未来的发展动向*

表&"+!%,成员货物贸易关税减让承诺占比 单位"-

东盟 中国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中国 MDIK LFID LFID MDID MDID

日本 LLID LLID LGID LLID LLID

韩国 MDIN LFID LEID MDIK MDIF

澳大利亚 MLIE MLIE MLIE MLIE MLIE

新西兰 MGIL MGIL MGIL MGIL MGIL

新加坡 GDDID GDDID GDDID GDDID GDDID

文莱 MLIC MLIC MLIC MLIC MLIC

菲律宾 MGIE MGIG MDID MGIG MGIG

马来西亚 MDIC MDIC MDIC MDIC MDIC

印尼 LMIK LMIK LMIK MDIL MGIK

泰国 LKIC LMIL MDIE MGIE MGIE

越南 LFIH LFIN LFIN LMIF LMIF

柬埔寨 LNIG LNIG LNIG LNIG LNIG

缅甸 LFID LFID LFID LFID LFID

老挝 LFID LFID LFID LFID LFID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

&四' 新形势下重新审视规则( 规制( 管理( 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乌克兰危机扩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制度和价值观的分歧和差异) 其内部也在进一步分

化) 在规则# 规制# 管理# 标准等方面正形成新的制度壁垒* 从对乌克兰危机的表态就可以看出) 即

使积极参与美国 PBQ0的印度) 也没有站在西方一边谴责俄罗斯) 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参与对俄罗

斯的制裁并武装乌克兰* 这就引申出一个复杂的问题) 即规则# 规制# 管理# 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与

国际高标准制度规则衔接机制对接) 是否指与美国领导下的西方世界和国际组织的制度规则对接/ 其

中的制度规则是否受到地缘政治# 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影响/ 是否能够另搞一套) 如与发展阶段相一

致的# 基于适宜的制度规则# 规制# 管理# 标准体系/ 目前) 中国与美日欧在世界贸易组织 &O<8'

等多边经贸规则体系改革方面存在着巨大分歧和对立* 其分歧主要在对完全市场经济规则和地位的界

定问题* 美日欧贸易部长已经连续多次发表联合声明表示) 美日欧应共同采取行动) 包括共同应对非

市场导向政策) 促进构建公平互惠的全球贸易体系. 加快制定有关产业补贴和国有企业新规则) 为工

人和企业营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寻求有效手段解决第三国贸易扭曲政策) 反对任何国家要求或迫使

外国公司向本国公司转让技术. 在 O<8框架下深化合作以促进 O<8规则全面实施*

!美日欧就是要把

$非市场经济导向% 的帽子扣在中国头上* 而 O<8是市场经济组织) 如果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导向的国

家) 是否会要求中国出局或另搞一套/

中国新一轮制度型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优化营商环境* 目前要做好三项重要工作" 第一) 提升

营商环境便利化效率和水平) 即推动 $放管服% 改革* 第二) 解决营商环境的薄弱环节和短板* 按照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 &RT' 的评估 &见表 H') 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序从 CDGK 年的第 MD 位上升至 CDCD

!!#!!

!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4<#' " ,美日欧关于贸易三方联合声明- ) 网易) CDGL 年 M 月 CK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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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EG 位) 营商环境评价获得 NNIM 分* 但有四个短板" 一是纳税) 排在第 GDK 位* 中国样本城市处

理纳税等公共服务耗时 GEL 小时) 而国际先进水平仅需要耗时 HM 小时* 二是获得信贷) 排在第 LD 位*

三是跨境贸易) 排在第 KF 位* 中国样本城市企业进出口跨境耗时 FH 小时) 而国际 ED 个最佳实践平均

时耗 C 小时* 四是办理破产) 排在第 KG 位* 财政税收# 金融信贷# 跨境贸易# 产权制度都是高标准

市场经济体系的基础制度规则建设* 第三) 推动与国际通行的高标准规则对接* 这里涉及一个基本问

题) 如果国际通行规则受地缘政治和价值观的干扰) 我们还要不要推动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

表("中国营商环境在全球的排位 单位" 位

总排名
开办企业

难易

办施工

许可证

获得

电力

等级

财产

获得

信贷

中小投资

者保护
纳税

跨境

贸易

执行

合同

办理

破产

CDGM 年 EG CN EE GC CL LD CL GDK KF K KG

升降 UGK UG ULL UC VG VN UEF UM UM UG UGD

CDGL 年 HF CL GCG GH CN NE FH GGH FK F FG

升降 UEC UFK UKG ULH UGH VK UKK UGF UEC VG VK

CDGN 年 NL ME GNC ML HG FL GGM GED MN K KF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CDCD 年营商环境评估报告$

世界银行 CDCE 年对原有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做出了改革* 第一) 在原有评价体系 RT的基础上对商

事登记# 纳税和办理破产进行深化拓展. 在 RT基础上对获得经营场所#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 金融服

务# 国际贸易和解决商业纠纷做较大调整. 新增雇佣员工和促进市场竞争指标. 新增数字技术和环境

可持续性两个交叉议题* 第二) 从监管框架# 公共服务# 整体效率三个方面进行评估) 既考察制度安

排) 也考察执行和企业感受情况* 第三) 增加市场准入# 政府采购# 公平竞争# 劳工# 气候环保# 土

地权属# 争端解决等方面的评价* 第四) 评估范围和对象也做出调整* 将原来对民营中小企业的营商

环境便利化效率和水平进行评价) 现在进一步扩大* 原来中国只选取了北京 &权重 HKJ'# 上海 &权

重 KKJ') 现在则扩大到更多城市和地区* 可以预见) 新评估方法产生的报告将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新一轮制度型开放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正式申请加入 *B<BB*

! 这是在逆全球化# 地缘政治

冲突加剧# 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国际环境下) 中国推动制度型开放的一个重要步骤* 人们把加入

*B<BB看作中国第二次 $入世%* *B<BB体现了 $三零% &零关税# 零壁垒# 零补贴' 规则的基本特

征) 既包括关税# 市场准入的边境上自由开放) 也包括国内规制的边境后公平开放) 内容覆盖国有企

业# 竞争中性# 知识产权保护# 政府采购# 补贴# 劳工标准# 环境保护# 技术性贸易壁垒# 监管一致

性# 透明度与反腐败等边境后规则* 通过对标 *B<BB规则将加快推动中国制度型开放) 推进高标准市

场经济体制改革) 强化竞争性政策的基础性地位) 完善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美国彼

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明) 如中国不加入 *B<BB将因贸易转移效应损失 GDD 亿美元) 加入

则能获得 CMLD 亿美元的收益* 另一项研究表明)

" 中国加入 *B<BB &设定所有商品关税为 D') 国内

生产总值 &@RB'# 进口和出口将分别提升 DIHLJ# EIHGJ和 CICEJ) 对外直接投资 &8RP' 和外国

直接投资 &0RP' 存量将分别提升 GIDHJ和 DILGJ*

!!#"!

!

"

CDCG 年 M 月 GF 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向 *B<BB保存方新西兰贸易与出口增长部长奥康纳提交了中国正式申请加入 *B<BB的书面

信函*

资料来源" CDGM 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重大基金课题 ,对标国际高标准适时提出加入 *B<BB谈判- 专题报告 ,*B<BB对我

影响利弊分析- ) 作者为李浩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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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见中国申请加入 *B<BB的难度将显著大于当年谈判加入 O<8* CDCE 年 N 月 GF 日) *B<BB

成员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会议) 英国正式签署了加入 *B<BB的协议) 成为第一个新加入的成员* 中国

排在英国之后的第二位) 希望 *B<BB所有成员在中国申请加入问题上不要掺杂政治因素* 中国对申请

工作做了大量准备) 对 *B<BB的 CEDD 多个条款进行了全面深入分析评估) 梳理了中国需要进行的改

革措施和需要修改的法律法规# 行政规章及其他政策文件) 并在国内部分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 *B<BB

的部分规则* 目前) 支持中国申请加入的国家有新加坡# 马来西亚# 越南# 文莱# 智利和新西兰. 存

疑的有日本# 墨西哥# 加拿大# 澳大利亚# 秘鲁* 墨西哥和加拿大受限于 ,美墨加协定- 中的 $毒丸

条款%) 澳大利亚对中国能否满足高标准的知识产权# 国企改革# 劳工权益等要求存在疑虑* 日本则

认为 $中国尚不能达到 *B<BB的高水准开放%*

! 如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强调) $中国欲加入 *B<BB需

要在 0市场准入( 和 0规则标准( 方面都达到高水准%*

中国新一轮制度型开放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 习近平总书记在 CDCE 年 C 月 G

日举行的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要 $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加快构建

全国统一大市场%* 其基本内涵是加快建设高效规范# 公平竞争# 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主要

内容包括 $五个立% $一个破%* 一是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 完善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 实行

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 维护统一的公平竞争制度. 健全统一的社会信用制度* 二是推进市场设施高标

准联通" 建设现代流通网络. 完善市场信息交互渠道. 推动交易平台优化升级* 三是打造统一的要素

和资源市场" 健全城乡统一的土地和劳动力市场. 发展统一的资本市场. 加快培育统一的技术和数据

市场. 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 培育发展全国统一的生态环境市场* 四是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

平统一" 健全商品质量体系. 完善标准和计量体系. 全面提升消费服务质量* 五是推进市场监管公平

统一" 健全统一市场监管规则. 强化统一市场监管执法. 全面提升市场监管能力* 六是进一步规范不

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 着力强化反垄断. 依法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 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

垒. 清理废除妨碍依法平等准入和退出的规定做法. 持续清理招标采购领域违反统一市场建设的规定

和做法* 这是一场关系到高标准市场体系#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建设的制度变革# 治理变革# 市场变革) 要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求真务实的思想

路线) 推动这场高标准制度型开放走深走实走好*

&五' 新形势下重新审视科学( 技术( 工程( 数学等创新型开放

CDCC 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达 EDNLCIM 亿元) 研发投入强度为 CIKHJ) 已经超过 CDCG 年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 &8Q*R' 国家的平均研发强度 CIFLJ* 同期中国基础研究投入 CDCEIK 亿元) 占研发经费

投入额的 FIKNJ* 广东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EICFJ) 设立了鹏城# 广州实验室. 江苏研发投入强度

EJ) 设立了苏州# 紫金山# 太湖# 钟山等实验室. 浙江研发投入强度也达到了 EJ* 但中国科技创新

存在几个短板" 一是知识存量和人才存量明显低于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 二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基

础薄弱* 三是科研和创新仍存在着拿来主义# 简单模仿和浮躁心态* 四是关键核心领域的国际合作面

对 $脱钩断链% 风险* 五是国内不同区域科技竞争力差异很大* 为此) 国家 $十四五% 规划提出)

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重要提高到 LJ以上) 科技部制定了 $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

未来期待能够用 ED 年的时间把基础研究占比提高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 国家 $十四五% 规划

提出科学发现# 技术发明# 技术创新要 $十年磨一剑%)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CC 次会议还审议

!!##!

!

CDCG 年 GD 月 GE 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参加日本参议院听证会时明确声称) 他并不相信中国会符合加入 *B<BB的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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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 ,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 &CDCG+CDCE 年'-*

乌克兰危机后) 关键核心技术领域 $卡脖子% 成为制裁和反制裁的焦点之一* 当前) 虽然中美科

技竞争力仍有很大差距) 但中美之间竞争带来的战略恐惧) 正在促使美国对华技术封锁的 $小院高

墙% 进一步扩展到 $大院高墙%* CDCE 年 N 月 GN 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商务部长雷蒙多# 国家经济

委员会主任布雷纳德以及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等政府高官会见了美国三大芯片巨头英特尔# 高通

和英伟达的高管* 同一天)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 4P6' 也发表声明) 呼吁拜登政府 $不要进一步限

制% 对华芯片销售* 根据该协会数据) CDCC 年中国半导体采购额为 GLDD 亿美元) 超过全球半导体采

购总额 KKKM 亿美元的 G"E* 单方面的限制措施) 可能会削弱美国半导体行业竞争力) 破坏供应链) 引

发重大市场不确定性*

关键核心技术 $卡脖子% 的环节主要在哪里/ 董洁林教授研究构建了一个现代产业体系结构* 从

表 K 可以看到) 产业生态系统的最底层是材料和能源层) 次底层是零部件层) 第三层是设备层) 第二

层是基础设施层) 最上面是服务层* $卡脖子% 是打压制裁阻遏的策略) 主要卡在材料能源层# 部件

层和设备层* 如汽车零部件约有 C 万个) 而手机零部件达 CD 万个) 缺少一个零部件则整个设备就停

工) 且关键材料# 零部件和设备是很难替代的*

! 面对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关键核心技术产业 $脱钩

断链%) 中国企业同样感受到 $如鲠在喉% 之痛* 企业认为相关设备和材料断供将使其丧失参与全球

技术迭代的能力) 阻延产品更新换代进程* 对于可能被卡住的关键设备# 材料# 软件# 人才和配套)

从进口依赖到自立自强) 预计需要 GD 年左右的时间* 企业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 很难做出为应对

$脱钩断链% 的复杂情景做准备的决定* 因此) 需要做工作瓦解 $脱钩断链% 可能造成的战略威胁#

战略恐惧和战略攻击的根基) 争取和赢得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对内) 全国上下一盘棋) 形成合

力) 推动关键核心技术高水平自立自强* 同时) 开放不封闭# 挂钩不脱钩# 合作不对抗# 有事共商共

建共享*

表)"产业生态系统

技术产业体系的层级结构 信息技术产业的层级结构

G7服务层" 航空公司# 车站# 加油站# 电话公司# 电

商等
G7服务层" 游戏# 社交媒体# 电商# 金融等

C7基础设施层" 铁路网# 公路网# 电网# 互联网# 物

联网等
C7基础设施层" 互联网# 物联网# 电信网络等

E7设备层" 飞机# 火车# 汽车# 发电机# 机床# 电脑#

路由器# 交换机# 手机等

E7设备层" 计算机# 路由器# 交换机# 手机# 半导体设

备等

H7部件层" 轮子# 螺丝# 电池# 内燃机# 芯片# 电子

器件等

H7部件层" 芯片# 电子器件# 集成电路# 电脑记录系

统等

K7能源层" 初级和次级能源. 材料层" 金属# 无机#

有机# 化石# 半导体等
K7材料能源层" 金属# 无机# 有机# 化石# 半导体等

!!资料来源# 董洁林' % )卡脖子* 难题的历史轨迹及破解&' 联科熙和碳中和产业战略研究院研究报告$

!!#$!

!

董洁林" , $卡脖子% 难题的历史轨迹及破解- ) ,经济观察报- ) CDCC 年 L 月 GK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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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

未来十年) 是中国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促进转型升级的关键十年) 也是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演进

趋势变化的关键十年* 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把握和赢得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抵御和化

解国际环境的重大风险与挑战) 保持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 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事情)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从全球视野出发重塑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互动关系

当前) 基于规则的全球化的浪漫时代已经结束) 以中美战略竞争为基调的全球变局的时代来到

了*

! 乌克兰危机进一步打破了原来全球各种力量相互制衡形成的均势) 加快推进了国际格局的重塑

和调整* 这场冲突增强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 提升了北约军事安全组织的作用) 打击了俄罗斯大国地

位* 北约这个冷战时期的军事同盟组织终于摆脱了 $脑死亡% 状况) 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贸组织等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组织的地位明显下降) 大国军事安全同盟的重要性显著超过了经济

贸易关系* 这不是一个促进发展的时代) 而是一个格局重塑的时代*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形势) 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应当怎么办/ 首先) 中国必须

从乌克兰危机后的新国际格局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 表 F 列出了 CDCE 年 F 月发布的

美印联合声明 KL 条的主要内容* 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已经开始用印度来替代日本) 形成 $全球老大%

和 $未来的老三% 印度联合夹击中国的未来发展之势* 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必须研究如何从全球发展的

视角) 而不是仅从自身发展的视角出发) 提出当前世界最重要的发展议题) 用事实和行动) 尤其通过

第三方评估证明中国式现代化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而不是威胁* 其次) $发展% 主题始终是中国对外

开放的重要议题* 即使中国未来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 也要把人类发展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

石*

" 为此) 要在金砖国家# 上合组织# 亚投行# #*QB等平台和机制上探索构建一套真正适合发展

的国际规则# 全球话语和定价机制* 不求最先进但求最适宜# 不求最优解但求满意解) 始终坚持建立

有利于发展的国际规则# 国际规制# 国际标准# 国际惯例的制度和治理模式*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并不

是另搞一套) 也不是对抗) 而是争取国际开发机构# 国际经济组织# 美日欧第三方的合作* 最后) 新

形势下的对外开放重点是建立更加国际化# 市场化# 法治化的高标准市场体系)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 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CDCE 年 N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

次会议时强调)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我们主动作为以开放促改革# 促发展的战略举措)

要围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 聚焦投资# 贸易# 金融# 创新等对外交流合作的

重点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完善配套政策措施) 积极主动把我国对外开放提高到新水平*

&二' 以和平( 发展( 合作为主题实施构建全球统一战线的新战略

当前) 美国政府的战略选择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最近一次

!!#%!

!

"

#

美国对这场中美战略竞争的定义是美国对中国的打压# 制裁# 阻遏*

$发展问题% 是我们的基本盘) 其依据不在于中国经济发达与否) 而在于人类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 参阅" 张燕

生) ,从农业国工业化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网站) CDCE 年 N 月 M 日*

布鲁金斯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哈斯认为) 沙利文对美国国内挑战的解决方案是错误的* 全球化使美国更强大和富裕) 但红利分配

不公* 欧洲建立了社会安全网帮助工人应对全球化损害* 错不在全球化) 在美国自身* 参阅" 哈斯) ,美国希望向中国要什么- ) ,外

交事务-7CDCE 年 GG+GC 月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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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年%月##日美国和印度联合声明主要内容

G7构建美国印度全面全

球战略伙伴关系

GF7印 度 采 购 =W VMT

X6YQ无人机

EG7谴 责 朝 鲜 发 射 弹 道

导弹

HF7购买 CDD 多架美国飞机及

服务

C7启动关键和新兴技术

倡议 &P*Q<'

GN7气候与清洁和战略能

源议程伙伴关系 &4*QB'

EC7打击全球恐怖主义
HN7双边教育合作) 印度将成

为美国最大的外国学生群体

E7太空合作 GL7交通脱碳合作 EE7关切阿富汗局势 HL7临时签证续签

H7政策和法规调整 GM7创新投资平台

EH7加强印度以色列阿联

酋美国四方联盟 &PC>C '

国家间长期战略伙伴关系

HM7加强签证申请的处理) 促

进人员往来

K7半导体供应链与创新

伙伴关系
CD7支持国际能源署 EK7互联网安全合作 KD7开设新领事馆

F7电信安全# 供应链弹

性# 数字包容性

CG7矿 产 安 全 伙 伴 关 系

&=4B'

EF7共同价值观
KG7讨论双边社会保障总额

协议

N7印 美 联 合 量 子 协 调

机制
CC7核能开发合作 EN7多边合作 KC7医药卫生食品合作

L7EK 项新兴技术创新联

合研究合作

CE7生活方式促进可持续

发展

EL7二 十 国 集 团 & @CD '

改善主权债务重组进程

KE7药品供应链和全球研发合

作网络

M7人工智能合作
CH7尊重以规则为基础的

国际秩序

EM7数 字 公 共 基 础 设 施

&RBP'

KH7双边毒品政策框架

GD7尖端科学基础设施 CK7关切乌克兰战争 HD7加强多边开发银行 KK7美国将文物送回印度

GG7重大防务伙伴关系
CF7美国支持印度成为联

合国 &>3' 常任理事国

HG7印太经济框架 &PBQ0'

合作

KF7研究和教授印度的历史和

文化

GC7国防工业合作 CN7四方会谈机制化 HC7贸易投资合作
KN7拜登新德里举行的 @CD 峰

会访印

GE7@Q喷气发动机 CL7首届印度洋对话 HE7双边贸易合作
KL7这份文件是双边关系历史

上最广泛# 最全面的进步愿景

GH7飞机船只维护维修

中心
CM7印太地区合作 HH7创新握手

GK7国防加速生态系统

&P3R>4 VZ'

ED7关切缅甸局势 HK7中小微企业促进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相关资料自制$

讲话中提出) 一场金融危机震撼了中产阶级) 新冠疫情暴露了我们供应链的脆弱性) 不断变化的气候

威胁着生命和生计) 乌克兰危机凸显了过度依赖的风险) 所以这一刻要求我们达成新的共识*

! 这个

被称为 $新华盛顿共识% 的政策主张在通过拜登# 沙利文# 耶伦# 雷蒙多# 戴琪等人的文章和讲话而

被逐步系统化* 它至少包括当前美国面对的四个挑战和计划构建的五大战略思路* 首先) 美国面对工

业基础空心化的挑战* 沙利文批判了两个基本假设) 一是市场总是对的) 二是增长总是对的* 他对美

国 CD 世纪 LD 年代以来盛行的倡导减税和放松管制# 私有化而非公共行动以及贸易自由化作为目的的

!!#&!

!

美国有一个理论叫 $霸权转移% ) 即无论中国是否愿意称霸) 随着时间推移都会把全球霸权转移到中国* 当中国事实上成为全

球霸权国家时) 西方就担心) 中国是否愿意承担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 还是继续采取搭便车的战略* 西方学者希望证明中国不愿

意承担大国责任* 事实上) 无论是 GMMN 年 N 月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 还是 CDDL 年 M 月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 中国都扮演了抵御危机

的中流砥柱的大国责任担当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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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进行了批判) 认为这是导致当前美国经济空心化# 虚拟化# 泡沫化的根源* 其次) 美国要适应地

缘政治和安全竞争所定义的新环境* 他批判了一个前提) 即开放总是对的) 美国将制定新贸易政策而

不是自由贸易政策*

! 再其次) 美国面对气候危机及能源转型的挑战* 他批判了气候与增长是零和博

弈的观念) 认为清洁能源是创造增长和就业的机遇* 最后) 美国面临不平等的挑战及其对民主的破

坏* 他批判了贸易总能带来包容性增长的假设) 批判了涓滴经济政策) 如减税# 大幅削减公共投资#

过度企业集中# 破坏劳工运动等政策* 他认为这四个挑战是全球性的* 美国应对挑战的核心是恢复包

容性增长能力* 包括生产和创新的能力. 物理# 数字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等公共产品的能力. 抵御自

然灾害和地缘政治冲击的能力. 确保为美国中产阶级和全球劳动人民提供包容性机会*

为此) 沙利文提出了应对挑战的五大战略思路* 一是实施美国新工业和创新战略* 通过 ,通胀削

减法案- 和 ,基础设施法案- 的投资) 确保美国供应链的弹性和安全性* 二是美国加强与欧盟# 加拿

大# 日本# 韩国# 印度等经济体的合作) 确保半导体# 清洁能源# 关键矿物等建设能力# 弹性和包容

性* 三是制定超越传统的贸易协议) 建立新型国际经济伙伴关系* 贸易政策不仅仅是要降低关税) 而

且要完全融入美国经济战略* 拜登政府正在推动全球贸易与劳工# 贸易与气候的战略* 四是动员数万

亿美元的投资进入新兴经济体* 需要扩大世界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等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

以应对气候变化# 流行病# 脆弱性和冲突* 美国必须扩大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获得优惠# 高质量融

资的机会* @N 发起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 &B@PP') GD 年内将动员数千亿美元用于能源# 物理

和数字基础设施融资* 沙利文认为与 $一带一路% 倡议中的融资不同) B@PP的项目透明# 高标准) 服

务于长期# 包容和可持续的增长* 五是美国要用 $小院高墙% 政策保护美国的基础技术* 当美国在经

济# 国家安全和民主的交叉点做出政策决定时) 这就是美国的指导方针*

由此可见) 中美战略竞争显著不同于美苏冷战# 日美摩擦# 美欧矛盾) 美国除了联合盟国对中国

实施打压# 阻遏# 制裁外) 还是一场综合实力的较量和全方位的制度竞争* 第一) 中美全球公共产品

供给能力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全球制度供给能力的竞争* CDDL 年国际金融危机是一个大转折时期) 美国

连续三任总统以不同形式扬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 $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 如降低关税# 取

消非关税措施# 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的自由贸易战略* 从奥巴马任总统时推动 $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 &<BB'#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PB'# $国际服务贸易协定% &<P46')

到特朗普任总统时打贸易战# 推动美国优先和保护主义) 再到拜登政府推动基于价值观的贸易政策为

劳动人民# 环境# 中小企业服务* 美国提出了一系列贸易与环境# 贸易与劳工# 贸易与公平# 贸易与

数字化等制度规则设计) 同时推动 $去中国化%* 如何从全球发展角度应对美国制度规则变局) 需要

中国和金砖国家加强制度建设# 能力建设# 话语建设* 第二) 中美全球统一战线的竞争主要体现在是

以美国自由# 民主的政治正确划线) 还是以全球自由# 民主的共同福祉划线)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美国将中国视为假想敌) 实施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涉台# 涉疆# 涉南海# 朝鲜半岛# 东海等地缘政治

战略* 如印太战略# PBQ0# 四方机制# 三方会谈等* 当条件成熟时) 美国会迫使亚太地区选边站) 达

到孤立中国# 削弱中国# 分解中国的目的* 中国则积极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继续前行) 推动联合国维

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三) 中美基础设施建设的竞争

主要体现在美国通过动员国际开发机构# 资本市场# 盟国体系之间的协同搞 B@PP) 而中国则把交通等

基础设施# 信息等新基础设施# 发展等社会基础设施协同推动的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作为国际社

!!#'!

!

CDCE 年 F 月 GK 日)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美国新闻俱乐部就供应链弹性发表演讲* 她认为) 贸易政策中对效率和低成本的追求

导致脆弱和高风险的供应链* 拜登政府计划通过提高标准# 推动可持续性以及优先考虑工人和小企业生产者的需求来扭转这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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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共同事业* 前者强调高标准) 后者强调最适宜* 事实上)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基础设

施的投资缺口都是巨大的* 如全球基础设施中心估计) CDGL 年至 CDHD 年期间) 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

缺口将达到 GK 万亿美元* 每年在基础设施上的支出约为 E 万亿 [H 万亿美元) 其中大部分由政府承

担* 因此) 能够满足高标准的基础设施项目少之又少) 能够满足最适宜的基础设施项目多之又多* 我

们还是希望加强高标准与最适宜之间的国际合作) 共同推进全球基础设施建设*

&三' 在逆全球化背景下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第一) 应确定发展要安全# 斗争要艺术# 开放要自立的对外开放基本原则) 持续提升中国经济国

际化的深度广度) 服务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定位* $发展要安全%) 即使在最坏情景发生的情况下) 也要

有能力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 能源安全# 关键矿物安全# 供应链安全# 国家经济安全* 最有效的途

径) 一是构建全球周期不同步的多元化布局形成风险对冲机制) 建立大国冲突管控的危机管理和应对

机制. 二是做好抵御应对风险的准备) 培育本土风险规避的替代和备份生产体系. 三是发挥市场机制

在资源合理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提升综合实力和产业国际竞争力) 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统筹协

调) 一致对外) 应对外部冲击* $斗争要艺术%) 在敌强我弱的整体竞争态势下) 拓展空间# 赢得时间

是最重要的竞争变量* $斗争要艺术% 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争取第三方合作) 提升金砖国家# 上合组

织# #*QB等全方位合作效率和水平) 稳住和平发展的基本盘) 分化# 孤立和制衡世界霸权力量* $开

放要自主%) 如果把对外开放形容为 $引狼入室# 与狼共舞# 引入压力% 的话) 对外开放的正反馈机

制是形成正向激励) 负反馈是滑向危机和停滞* 日本当年借 $广场协议% 引入外来压力) 试图推动日

元升值# 扩大内需# 产业转型而失控) 最终陷入 ED 年的经济停滞就是一个教训*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是日本无法制衡霸权而丧失自主开放发展的能力* 因此) 对外开放战略要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 聚焦

外经贸体制机制改革) 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

第二) 坚持 $开放不封闭# 挂钩不脱钩# 合作不对抗% 的战略取向* 坚持 $开放不封闭%) 就是

要在基于规则的全球化陷入停滞# 基于价值观的全球化日益盛行# 基于包容的全球化陷入分裂的新形

势下) 推动基于微观市场机制# 工商合作# 地方推动# 民间合作的新型全球化继续前行* 坚持 $挂钩

不脱钩%) 就是通过推动体制规则与国际高标准规则衔接机制对接) 形成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相互

依存的利益纠缠的合作态势* 如国内资本市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 提升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金融

监管能力建设) 推动与国际资本市场互联互通) 形成交叉相互持股的利益共同体机制) 促进金融挂钩

不脱钩* 反之) 金融市场化# 法治化和国际化程度越低) 与国际 $脱钩断链% 的风险就越大* 坚持

$合作不对抗% 的战略) 就像一场拔河) 一端是希望把中国拖入冲突对抗陷阱的极端分子) 另一端是

希望全方位国际合作的大多数* 无论外交# 军事# 安全) 还是经济# 科技# 产业) 拔河越偏向冲突对

抗的一端) 我们的胜算就越小. 越偏向全方位国际合作的一端) 我们的胜算就越大* 中国最宝贵的资

源就是时间* 赢得越多时间) 中国的科技# 法治# 金融的进步就越快) 拔河取胜的概率就越大* 在面

对美国战略竞争对中国实施 $一锅端%# 全链条# 全方位打压# 阻遏# 制裁下) 保持战略定力# 历史

耐心和斗争艺术) 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打造优势互补# 合作互动# 相互依存# 共同发展的利益

共同体# 责任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

第三) 面对中美半导体芯片和微电子# 量子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等关键核心技术的战略博弈) 要

统筹协调解决好 $有 &进口替代' 和没有 &对外依赖'% $好 &前沿高端' 和不好 &中低端'% $用

&应用层' 和没用 &基础层'% 的三个基本问题* 所谓 $有和没有%) 即当美国筑起一道 $小院高墙%

并准备建设 $大院高墙% 的技术能力封锁壁垒的时候) 中国别无选择) 只能推动自主创新和科技高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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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自立自强* 这就需要采用产业补贴# 政府采购# 供应链协同# 开放合作等策略支持自主创新) 以解

决 $有与没有% 的问题* 所谓 $好与不好%) 即自主创新与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的技术迭代如何达到

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水平* 如果有而不好) 则意味着高技术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会下降) 如果不能解决技

术动态迭代进步的问题) 终究将被国际市场竞争所淘汰* 要解决好的问题) 就必须有逆周期的扶持性

政策# 全方位的国际合作# 长期主义的研发创新等综合施策帮助高技术企业渡过重重难关* 所谓 $用

和没用%) 即创新链如果停留在有用的阶段) 不能够推进有目标指向的基础研究# 科学发现# 原始创

新的持续发展) 就不可能有长期主义的历史耐心*

!

GMHK 年的美国就面临着这个历史性选择) 是美国

总统的科学顾问布什博士发表的 ,科学" 无尽的前沿-) 把科学发现# 基础研究# 原始创新推到了皇

冠的位置上) 解决经济发展的最终源泉) 才出现以后 ND 多年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所以) 坚持科技

高水平自主创新和自立自强) 营造以市场为基础# 企业为主体# 开放为手段的科技创新发展生态环

境) 推动全方位国际合作) 有效解决科学和技术 $用与没用# 有与没有# 好与不好% 之间的辩证关系

和轻重次序) 实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人才是第一资源# 发展是第一要义的突围*

第四) 深化投资# 贸易# 金融等重点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 在投资领域) 中国推动投资高质量发

展) 在离岸制造# 在岸制造# 全球制造基础上通过实施 $引进来% $本地化% $走出去% 战略) 应对

美欧主导的回岸制造# 近岸制造# 友岸制造的挑战* 在与安全相关的领域) 美欧推动 $脱钩断链%*

在与安全不相关的领域) 美欧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外迁* 在第三方市场) 如 $一带一路%) 美欧推动

B@PP) 与中国在 $一带一路% 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展开竞争* 中国积极推动成本驱动型资本进入东南亚

等周边地区) 带动中间产品出口和消费品进口. 推动市场驱动型资本进入中国市场和中国企业出海进

入发达市场. 推动效率驱动型资本进入中国本土市场和全球化发展* 在贸易领域) 中国推动对外贸易

高质量发展) 更加注重高水平货物和服务贸易# 数字贸易# 绿色贸易# 技术贸易# 离岸贸易的合作发

展. 更加注重新型加工贸易方式的转型发展. 更加注重营造中国作为货物和服务贸易# 数字贸易的发

包方) 团结更多美日欧企业参与上游合作) 引进更多亚非拉企业下游接包) 构建新型相互依存的贸易

合作共同体* 在金融领域) 中国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 在开放竞争的条件下推动现代金融和多层次资

本市场发展) 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转型发展服务* 充分发挥中国香港全球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作

用) 包括发挥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 国际金融中心# 国际资产管理中心# 国际风险管理中心# 亚

太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 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推

动香港优势进一步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发展) 取得真正能够与纽约# 伦敦并驾齐驱的国际金融综

合优势*

第五) 坚持人口规模巨大国家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方向和路径) 建立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优势互

补# 合作互动# 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对大国而言) 要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是) 其现代化进程将

改变大国实力对比# 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 其现代化进程对世界是机遇还是威胁/ 一种发展模式是大

国 $不搞赢者通吃# 零和博弈# 以强凌弱%) 有饭大家吃# 有事共商共建共享#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另一种发展模式则相反) 搞丛林法则) 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赢者通吃* 中国式现代化要走合作共赢

的发展模式* 目前) 中美战略竞争已经超越合理界线* 如在 O<8等多边经贸体系改革议题上) 逢对

手必反) 把 $非市场经济导向% 的帽子扣在中国头上) 事实上已成为推进 O<8改革的最大障碍* 在

区域一体化进程中) #*QB面对着与美国主导的 PBQ0的竞争) 将导致区域分裂* 在发展领域) $一带

!!#)!

!

这里的目标指向) 主要是指在中美科学技术能力的竞争中) 我们要把有限资源# 人才和能力集中在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的基础研

究# 科学发现以及原始创新的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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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 倡议面对着与 B@PP的竞争* 因此) 中国未来实施对外开放战略) 必须做好开放国际竞争与合

作的充分准备) 打造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和利益共同体*

&四'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需要跨越 $修昔底德陷阱% $萨缪尔森陷阱% $金德尔伯格

陷阱%)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跨越 $修昔底德陷阱% 需要建立危机管理合作机制*

!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分析

了历史上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冲突的案例) 其中有 GC 个案例都走向了战争* 规避 $中美必有一

战% 假说已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一条底线* 基辛格在离世前曾表示) 如果目前紧张局势继续下去) 台

湾海峡很可能会 $发生军事冲突%*

" 美国印太司令阿奎利诺在 CDCE 年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表示 $中国

军队已经在做准备) CDCN 年之前) 将会拥有收复台湾的能力* 美军需要先做好威慑) 一旦威慑失败)

就要做好击败中国解放军的准备%* 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目前台商正在离开中国大陆及台湾. 跨国公

司最担心的是东亚地区发生乌克兰危机式的代理人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

式现代化) 就必须避免中美直接冲突和另一场乌克兰危机式的代理人战争) 这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体系) 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前提* 为此) 中美要就两国元首会晤所达成的重要共识) 在工

作层面上就避免中美冲突和另一场乌克兰危机式的代理人战争两条底线展开充分沟通# 交流对话) 达

成协议框架* 这对 $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 对中美建立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互

利多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跨越 $萨缪尔森陷阱% 需要有效管控 $强强竞争% 的对抗态势*

# 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指

出) $自由贸易并非总是对一国有利的) 当他国发生了在美国传统上拥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上的技术进

步时) 自由贸易将造成本国福利的恶化%* 在 GMMD 至 CDDL 年的超级全球化时期) 美国坐享了两场泡

沫繁荣) 一场是 CD 世纪 MD 年代的科技泡沫) 另一场是 CG 世纪初的金融和房地产泡沫) 最后陷入产业

结构的空心化# 泡沫化# 虚拟化* 对此) 美国是选择告别自由贸易还是告别旧增长模式/ 它选择了中

美对抗* ,纽约时报- 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称 $这是一种战争行为%*

$ 文章引证了美国战略与国际问

题研究中心格雷戈里!艾伦的观点* 他认为) 从 CDCC 年开始) 有两个日期将被历史铭记" 一个是 C 月

CH 日) 乌克兰危机爆发. 另一个是 GD 月 N 日) 美国政府通过出口管制) 削弱中国生产甚至购买最高

端芯片的能力* 这个法规代表了美国政策制定者对半导体# 供应链以及美国国力问题的全面认知*

%

中国要跨越 $强强竞争% 的对抗陷阱) 一是要构建高水平自立自强的技术能力# 产业能力# 金融能

力* 二是要构建 $强强互补% 的合作模式) 推进错位竞争# 差异发展* 三是要构建第三方合作的共同

利益* 四是要构建多层次的沟通对话协调机制) 增进战略互信*

跨越 $金德尔伯格陷阱% 需要推动全球治理改革*

& 查尔斯!B!金德尔伯格认为) GMCM+GMEE

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是英国无力而美国无意承担国际经济秩序的领导者角色* 当前) 全球经

济治理改革面对三个基本问题" 一是缺少全球经济失衡与再平衡的调节机制* CDDL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

!!#*!

!

"

#

$

%

&

格雷厄姆!艾利森 1美2 " ,注定一战" 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 ) 上海人民出版社) CDGM 年 N 月*

彭博社 CDCE 年 F 月 GK 日发布的对基辛格的采访*

4'\A29-+,) B'A967) O&2(2#$%'()+',) =$99#21A.',) *+,:$(\6(]A\2,.-+:='$,-.(2'\Q%+,+\$-.-4A55+(.$,]@9+1'9$?'.$+,) /+A(,'9+:

Q%+,+\$%B2(-52%.$S2-) +̂9GL) 3+IE) CDDH7

692_B'9\2(" , $这是一种战争行为% " 解码美国对华芯片封锁行动- ) 纽约时报中文网) CDCE 年 N 月 GE 日*

习近平" ,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 ) 央广网) CDGM 年 E 月 CL 日*

1美2 金德尔伯格) 宋承先# 洪文达译" ,GMCM+GMEE 年世界经济萧条- ) 上海译文出版社) GMLF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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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美国认为其根源是全球失衡) 失衡的调节责任必须由中国承担* 事实上) GMMD 年以来的中国经常

项目顺差增加是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上升引致的结果) 而不是失衡的源头* 二是缺少全球不平等与再分

配的调节机制* GMLD 年以来美国国内贫富差距扩大) 被归咎于全球化和中国不公平竞争) 这本身就是

不公平的* 三是缺少全球化损益补偿机制引发大国冲突* GMCM+GMEE 年大萧条后续引发世界债务链中

断) 德国经济陷入恶性通胀而崩溃) 希特勒上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当前)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 有两种走出困境的主张" 一种是习近平主席提出来的 $坚持公正合理) 破解治理赤字%

$坚持互商互谅) 破解信任赤字% $坚持同舟共济) 破解和平赤字% $坚持互利共赢) 破解发展赤

字%*

! 另一种是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平台从 @CD 又回到 @N) 构建了美国价值观领导力# 北约军事组

织# 盟国体系三位一体的全球治理架构* 其中一个主题是 $去中国化%*

乌克兰危机改变了大国竞争# 地缘政治# 国际格局的发展态势) 美国全球领导力# 北约军事组

织# 盟国体系三位一体的新架构将支配未来一个时期的世界发展方向和趋势* 其中) 关键核心科技能

力竞争将占据重要地位) 包括量子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 半导体和微电子等新兴未来领域的全球能力

竞争* 竞争的基础要素包括" 人才和研究型大学. 现代金融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规则制定权# 话

语权和定价权三个方面* 中美战略竞争的本质是美国对华打压# 制裁和阻遏* 中美战略竞争的差距仍

然很大* 中国需要的核心要素是时间) 能否赢得和平发展的足够长的时间) 将决定中华民族复兴进

程* CDCC 年) 中国研发强度达到 CIKHJ) 已超过 8Q*R国家的平均强度水平* 但人才存量# 知识存

量# 技术存量等国际差距仍很大* 在美国全面打压# 制裁# 阻遏下)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明显放慢*

如以华为为代表的高技术企业) 受到美国制裁和长臂管辖影响的有数千家中国高技术企业# 大学和科

研院所# 科技生产性服务机构等* 未来 GD 年) 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战略的基本点应从发展转向发展与

安全兼顾# 从斗争转向斗争与合作兼顾# 从开放转向开放与自主兼顾* 扩大对外开放战略的着力点是

建设一流的人才和研究型大学# 现代金融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制度型开放和治理体系国际化* 扩

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重点是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 科技强国战略# 制造强国战略# 质量强国战略# 人才

强国战略* 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区域是国内大循环体系的国际化# 双循环体系的内外贸一体化# 发达

市场的相互依存关系升级* 扩大对外开放战略的结构支撑是数实融合# 服实融合# 绿实融合# 创实融

合# 虚实融合* 扩大对外开放的主体是混合所有制出海* 扩大对外开放的合作模式是发展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相互依存# 有饭大家吃的分工与专业化生产模式* 扩大对外开放的动力机制是市场驱动#

企业主体# 地方参与的数字赋能# 绿色赋能# 科技赋能的全方位国际合作新模式* 中美战略竞争的关

键因素归结到一点) 就是相对全要素生产率 &<0B' 增长率的竞争* 我国 <0B占美国 <0B的比重从

CDDD 年的 CMJ上升到 CDGH 年的 HEJ) CDEK 年能否上升到 FDJ*

"

第一) 对外开放战略的基本点* 坚持发展要安全# 斗争要艺术# 开放要自主的原则* 其中) 发展

与安全兼顾) 即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人才是第一资源# 发展是第一要义) 在此基础上) 提升产业

链供应链韧性# 弹性# 柔性) 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台阶* 斗争与合作兼顾) 坚持敢于斗争# 善于

斗争的同时) 要抵御和防范少数极端分子把中美关系带入冲突对抗陷阱的风险)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

的力量) 构建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开放与自主兼顾) 即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推动新全球化

继续前行) 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建设前行* 同时) 形成国家力量# 行业协会商会力量# 地方力量

统筹协调机制) 扶持自主创新和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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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 ) 央广网) CDGM 年 E 月 CL 日*

刘俏" ,中国经济" 短期政策和长期问题- ) 北大光华研究报告) CDCC 年 F 月 GN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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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对外开放战略的着力点* 培育世界一流人才和建设研究型大学# 世界一流现代金融和多层

次资本市场体系# 世界一流制度规则# 制度型开放和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制造强国发展指

数来看) 中国目前尚处于三流制造强国的地位* 中国要成为二流制造强国) 与德国# 日本等世界制造

强国并驾齐驱) 还需要一定时间* 但是) 中国要进入世界一流制造强国) 仅仅靠时间积累是难以实现

的* 如培育世界一流人才) 建成研究型大学) 打造 $世界大脑%) 就需要推动汉语和英语双语教学)

从深层次体制机制上解决李约瑟难题# 钱学森之问的科技发展困境* 又如发展现代金融和多层次资本

市场体系) 就需要发挥香港全球国际金融中心的综合优势) 带动全国金融创新发展) 同时助推香港优

势进一步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 进入与纽约# 伦敦并驾齐驱的全球领先优势地位*

第三) 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重点* 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条件下推动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 科技强国

战略# 制造强国战略# 质量强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 经济国际化战略既包括城市国际化# 产业国际

化# 人才国际化# 市场国际化) 也包括推动国内大循环体系国际化# 双循环体系国际化# 培育新形势

下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 科技强国战略的核心是打造市场为基础# 企业为主体的开发试验研

究# 关键共性技术平台# 应用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组成的创新链) 培育全方位国际合作的科技创新生

态体系和创新环境) 在量子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 半导体和微电子等世界前沿领域培育新型研发体系

和核心人才队伍* 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支撑下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质量强国战略# 人才强国

战略# 金融强国战略)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创新发展*

第四)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区域一体化战略* 在开放条件下构建基于扩大内需战略的国内大循

环主体地位) 实施双循环战略) 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目前) 中国加入 *B<BB的申请虽然被暂时

搁置) 但对标国际高标准制度规则是中国深化改革的战略主动) 会继续不断深化* #*QB也面对 PBQ0

的竞争) 中国做 PBQ0四个支柱的模范生) 把美国主导 PBQ0的 $去中国化% 战略转变为中国推动的

$再中国化% 战略* 同样) 发达市场是培育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 拿起国际经贸规则和法律

武器为中国企业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是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内容*

第五)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撑* 首先) 在开放条件下推动数实融合打造新实

体经济) 方向是推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重点是推动农业数字化# 制造业数字化# 基础设施数

字化# 服务业数字化) 绩效是提升劳动生产率) 尤其是 <0B* 其次) 在开放条件下推动服实融合) 促

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既包括提供研发服务# 技术服务# 资讯服务# 设计服务# 专业服务) 也包括提

升商流# 物流# 信息流# 人才流# 资金流互联互通效率) 还包括打造一批服务业占 NDJ以上) 其中生

产性服务业占 NDJ以上的全球性大都市* 再其次) 推动绿实融合激励绿色发展成为普遍形态) 在先立

后破# 创新优先的基础上如期实现双碳目标* 最后) 推动创实融合驱动创新成为第一动力* 新实体经

济必须发展硬科技) 但这需要构建更坚实的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的支撑体系) 需要关键共性技术平台

赋能) 需要科技体制机制的正向激励) 需要构建全方位国际合作的 $四链协同发展% 的合作环境*

第六) 扩大对外开放战略的双向投资模式* 中国 $引进来% 战略重点已经从成本驱动转向市场驱

动) 下一步转向效率驱动* 必须加快改善和优化投资环境# 营商环境# 创新环境) 创造有利于打造

$世界大脑% 的市场化生态和国际化环境* 面对不确定性的国际前景) 消除双向投资的不确定性风险)

需要外交# 军事# 安全# 发改# 商务等方方面面协同) 共同做好稳外资稳外贸的工作* 中国 $走出

去% 战略肩负着将产业链供应链延伸扩展到海外的重任. 同时也肩负从环境# 社会和公司治理

&Q4@' 三个维度改善公司治理承担社会责任的重任* 要用 $走出去% 战略化解美欧实施的回岸制造#

近岸制造# 友岸制造战略的挑战) 破除美欧用贸易战# 价值观# 绿色壁垒等手段迫使产业链供应链迁

出中国的困境) 构建国民生产总值 &@3B' 的全球双向投资新格局*

!!$"!



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 机遇挑战和前景

第七) 扩大对外开放的贸易合作模式* 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是推动高技术制造业# 高技术

服务业# 跨境电商# 绿色贸易# 离岸贸易# 其他服务贸易的发展* 其中) 中间贸易# 资本品贸易# 新

型加工贸易# 数字贸易等新型贸易方式发展) 需要推动硬科技# 软科技# 新科技的发展) 需要推动国

际化# 高端化# 新型化的内外贸一体化# 上下游一体化# 产供销一体化的新模式的发展) 需要推动你

中有我# 我中有你# 相互依存# 有饭大家吃的贸易分工与专业化合作生产模式的发展*

第八)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动力机制*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时代) 世贸组织等多边经贸规则体系

在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球性跨国公司在科技创新# 全球综合物流革

命和全球供应链管理体系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市场机制在全球资源合理配置中发挥了基础作用)

增进了全球经济福利* 然而) 现在逆全球化盛行) 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增加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脱

钩断链% 的风险* 在这种形势下) 探索市场驱动# 企业主体# 地方参与# 民间合作的对外开放新模

式) 探索数字赋能# 绿色赋能# 科技赋能的全方位国际合作新模式) 探索从全球发展出发) 构造合作

共赢) 有事共商共建共享) 有难互助的包容性增长新模式) 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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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成功经验与深化改革

郑京平

!!摘要$

CG 世纪前期中国经济发展最成功的领域是平台经济$ 平台经济正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

方式& 使我们的生活质量和方便程度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数智化平台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企业& 其本

质是一个商业 "市场# 生态系统$ 它符合市场经济提高效率( 激励创新的竞争要求& 显示出强大的竞争优

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中国平台经济成功发展的经验可以归结为实用性( 竞争性( 协调性( 创新性( 先进

性( 开放性( 普惠性( 高效性这 '八性)$ 当前中国的许多改革举措也可以借鉴平台经济的成功经验$ 关键

是要切实转变观念& 坚定树立起利用数智化平台搞改革的理念和决心% 尽可能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激励和

包容创新& 保护好知识产权% 遵循市场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 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 依法监管% 广聚人才(

爱护人才( 助力人才施展才华( 促进人才不断成长% 要形成有利于融资( 引资的机制和氛围& 学会吸引投

资% 还要注意扬长避短& 规避风险$

关键词$ 平台经济!数智化平台!深化改革

作者简介$ 郑京平& 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CG 世纪前期平台经济在中国异军突起) 短短 CD 多年已经到了无处不在# 无所不包的程度* 平台

经济的本质特征是什么/ 其成功发展的经验有哪些/ 如何将这些成功经验运用到深化改革之中/ 本文

给出了初步分析*

一# 平台经济的内涵及本质特征

如果问) CG 世纪前期中国经济发展最成功的领域是什么/ 笔者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平台经济) 尤

其是与大众消费有关的平台经济* 当前) 无论是在繁华的都市) 还是在偏远的山区. 无论是买卖商品

还是劳务) 甚至包括储蓄# 汇款# 信贷等许多金融业务) 都可以做到足不出户) 动动手指就能在网络

平台上完成* 平台经济的发展正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 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方便程度有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老年人居家养老# 购物搬运# 医护等问题为例) 过去老人们总会发愁怎么找人

帮忙) 现在有了网络平台) 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 就连许多国际 &境外' 人士) 也充分感受到了微

信# 淘宝# 抖音 &字节跳动'# 京东等平台的魅力* 百度# 阿里巴巴# 腾讯# 华为# 京东# 抖音 &字

节跳动'# 快手# 拼多多# 美团# 小红书# 滴滴出行等平台经济企业) 已经融入我们生产生活的各个

方面* 海智在线# 货拉拉# 徐工汉云# 智联招聘# 欧冶云商# T844 直聘# 航天云网# 卡奥斯等产业

平台也给业界带来莫大的方便和效能* 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企业也当仁不让地进入了平台金融模式*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数字支付市场) 中国头部互联网支付平台活跃用户规模领先全球) 截至 CD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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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年%月%#$#&年%月中国网络支付用户规模及使用率 !万人"

数据来源#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33P*" 第 KC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

年 F 月中国网络支付用户规模

已达 MIHE 亿人* 国家统计局的

数据显示) CDCC 年全国网上零

售额达 GENLKE 亿元* 截至 CDCC

年底) 腾讯旗下工业互联网平

台 O2='̀2已为 HC 万家制造业

客户提供服务) 开放了 HMDD 个

工业应用程序 &655'*

平台经济无处不在# 无所

不包* 除传统电子商务领域外)

教育# 金融# 科技# 传媒# 生

活# 气象# 物流# 医疗# 健康#

社交# 交通# 出行# 旅游# 信

息咨询# 企业服务和搜索引擎等诸多领域) 都已经被平台经济覆盖* 随着互联网# 物联网# 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和理念迅猛发展与普及) 万物互联的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 人们不

仅已经普遍拥有并广泛使用智能移动终端) 而且人体自身也在被传感器和人工智能技术变成电子终

端* 在这样一个时代) 数智化平台 &即数字化智能化平台' 已经呈现出无处不在# 无所不能# 所向披

靡的强大竞争优势和巨大发展潜力* 平台经济正在成为主导 CG 世纪的经济力量* 尽管近 ED 年来) 平

台经济日新月异) 发展迅猛) 但如何定义平台经济却并不容易* 由于平台经济涉及的领域众多) 包括

的范围很广) 因此) 到目前为止) 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应用领域均未对平台经济形成统一的定义*

在归纳总结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笔者认为可以用下面的方式来定义平台经济*

首先给出数智化平台的定义" 通过互联网# 物联网# 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

术) 将两个或以上相互独立的群体连接起来) 能进行商品# 服务及信息交换) 并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

数智化模式或组织形态) 这里尤指商业 &市场' 数智化模式或组织形态* 在此基础上) 可以将平台经

济定义为" 特指与数智化平台相关的经济现象和行为* 在这里) 数据成为关键性的生产要素之一. 数

智化平台成为一种新的资源组织形式. 信息智能技术成为发展推动力*

数智化平台或平台经济的本质特征" 数智化平台 &企业' 已经不是 &至少不完全是' 传统意义

上的企业了) 其本质已经从传统企业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 演变为创建并控制一个商业 &市场' 生态

系统* 数智化平台 &企业' 同时具备了市场和企业的性质* 以苹果公司智能手机平台为例) 貌似是苹

果公司生产经营智能手机的成功) 实际上是为整个智能手机提供各种 655 的程序开发者及其与用户互

动模式的成功* 目前) 苹果应用商店的第三方 655 数以千万计) 下载量更是达到了数以亿次计* 苹果

公司的手机平台已经构成了一个由苹果公司# 手机 655 开发商# 手机用户及其他相关者构成的巨型商

业 &市场' 生态系统*

以苹果巨型商业 &市场' 生态系统为例" 苹果公司为手机 655 开发商 &包括 655 开发爱好者'

提供了仅为苹果使用的 $84

! 系统应用软件的开发工具包 Z%+)2) 允许 655 开发商或爱好者开发供

$B&+,2和 $B+) .+A%& 等产品使用的 655) 并进行测试* 当然) 只有在向苹果公司支付了一定开发费用

!!$%!

!

$84 系统是由苹果公司开发的手持设备操作系统* CDDN 年 G 月公布的这个系统最初是设计给 $B&+,2使用的) 后来陆续套用到

$B+) .+A%&# $B') 以及 65592<̂ 等各类苹果产品上* 它也是以 R'(a$, 为基础的属于类 >,$_的商业操作系统* 该系统属于封闭源码) 开

源组件的系统* 但迫于安卓系统 &属开源系统) 即开放源代码操作系统' 的竞争) 现在 $84 系统也已逐步将其源代码) 如 $B&+,2-$($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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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655 才能发布并上线使用* 自从 CDDL 年 Z%+)2EIG 发布以后) 就成了 $B&+,2软件开发工具包的开

发环境* 苹果公司平台对 655 开发商的收费标准透明稳定 &销售额的 EDJ左右') 吸引了大量软件开

发人员为 $84 系统开发 655) 使苹果手机的 655 供给丰富实用时尚便宜* 打破了过去只能通过手机特

许运营商为手机购买 655) 既贵又少) 很不方便的格局* 大大提高了苹果手机用户的满足感) 用户体

验极佳* 在这一过程中) 苹果公司也兑现了 $总有一款应用适合你% 的广告 $承诺%* 应用平台在刺激

苹果手机用户需求的同时) 也进一步激发了 655 开发商的供给热情* 而手机用户的实时信息反馈) 更是

帮助 655 开发商明确了创新和改进完善软件的方向) 形成良性循环* 因而) 苹果公司的平台成功地创建

并控制了一个由苹果公司# 手机 655 开发商# 手机用户及其他相关者构成的商业 &市场' 生态系统*

数智化平台或平台经济的专业阐释也许比较难懂) 但大众熟悉的微信# 淘宝# 京东# 拼多多# 滴

滴出行# 美团外卖# 抖音 &字节跳动' 直播带货# 货拉拉搬家等平台 &企业' 都是平台经济的典型

表现形式* 它们经营的各种 655 是平台经济的重要载体* 这些 655 一边连接着供应者 &商家') 一边

连接着需求者 &消费者') 相互依存# 相互影响# 共同受益# 协同发展) 形成良性循环*

二# 平台经济成功的原因及经验

&一' 平台经济成功的原因

数智化平台为何能异军突起) 取得成功/ 主要原因是其契合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的需求) 符合

市场经济提高效率# 激励创新的要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要提高经济效率关键在于降低交易成本和

为创新提供条件* 而数智化平台恰恰可以很好地同时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例如) 对于降低交易成

本所包括的信息获取成本# 谈判缔约成本# 执行成本和监督成本等) 在平台这一商业生态系统中均能

较好地实现. 而为创新提供条件) 也是平台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要素* 以滴滴出行为例) 打车所包括的

需求 &用户需要用车# 司机可提供车等'# 谈判 &时间# 价格及安全性等'# 执行 &司机将乘客送达#

结算等' 均可在平台上以很低的成本实现* 即) 滴滴出行平台正是将乘车人的打车需求与车辆拥有者

或驾驶者愿意提供的车辆使用供给等信息) 通过事先制定的规则很好地进行了匹配并实施) 从而降低

了交易费用* 由于其方便快捷# 经济实惠) 同时也创造了新的乘车需求和出租车辆供给 &如) 根据交

通通畅程度确定浮动价格# 拼车等手段均创新了供给与需求') 目前滴滴出行平台上有 CDDD 万名司机

通过平台获得订单* 而获取乘客和司机等方面的信息) 更能使平台零成本地不断积累起海量的 $大数

据%* 可以看到) 在这一过程中) 正是互联网 &特别是移动互联网' 以及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数智化

信息技术构成了强大的助推器* 用户网络# 交易或软件中存储的海量数据也成为平台企业拥有的最大

资源和抵御进攻的利器* 例如) 截至 CDCE 年 H 月) 脸书的月活跃用户数达到 CMILM 亿个*

数智化平台还很好地将创新所需要的资本与新思想融合在一起* 数智化平台企业通过声誉扶持#

资金注入# 技术提供) 以及平台生态环境等多种方式) 帮助其生态圈内的各类企业) 特别是中小企业

和个人实现创新性的发展* 让新思想与资本在平台上得以相遇和匹配* 平台经济在创新生产力组织方

式# 优化生产要素配置# 推动经济创新转型升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应* 从宏

观层面来看) 平台经济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 促进社会再生产) 加快经济循环) 提高经济运行效

率. 从产业层面来看) 以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为支撑的平台经济通过衔接供给侧与需求侧) 将市场

需求快速反馈给供给企业) 从而极大地促进产业创新)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从微观层面来看) 平台经

济极大地优化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促使用户 &企业和消费者' 实现价值共创共享* 正是由于数智化

平台的上述本质特征) 平台经济获得了巨大成功* 为此) CDCC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要支持

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 创造就业# 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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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平台经济成功的经验

一是实用性* 平台经济自出现伊始就是以平台参与者及潜在参与者的需求为导向) 以问题为导

向) 尽全力满足人们需求) 解决遇到的实际问题) 具有明显的实用性* 创建于 CDDL 年) 从事服装相

关行业的跨境企业对消费者 &TC*' 应用平台希音 & 4XQP3') 适应现代服装消费个性化需求) 针对

碎片化的订单) 以小批量# 多规格# 快节奏的定制化模式应对) 为全球消费者提供高性价比的时尚产

品) 展现出良好的实用性和灵活性* 迅速成长为与飒拉 &b'(''# 优衣库等传统快时尚公司) 及亚马

逊和沃尔玛等企业比肩的时装类应用平台*

二是竞争性* 平台经济的成功发展是市场充分竞争的结果* 数智化平台把需求者和供给者的有关

信息) 以及相关的竞争规则等较为全面透明地展现给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 让他们能够按照市场竞争

规则公平参与竞争) 优胜劣汰) 适者生存* $双十一% $双十二% $F!GL% $春节红包% 等瞬间爆发流

量的应对) 是对数智化平台的考验* $七天无理由退货% $假一赔 c% $ c天保价% $商品及客服质量

评价% 等) 则是对商家 &商品' 的筛选*

三是协调性* 平台经济的成功发展也是 $有效市场% 与 $有为政府% 较为协调配合的产物* 政

府秉承鼓励呵护包容的心态) 因势利导) 既制定出台必要的政策实施监管) 又持续改善营商环境) 构

建必要的数字基础设施) 督促电信等国有基础设施服务企业破除垄断) 降低服务价格* 充分的市场竞

争吸引大量要素资源) 投入配置到平台经济) 也引来海量的消费者参与其中) 从而促进企业提高效

率) 不断创新* $有效市场% 与 $有为政府% 相互补充# 协调并进) 推动了平台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四是创新性* 一方面) 如上所述) 平台经济本身就具有激励创新的内在动力与要求* 平台经济面

对众多竞争对手) 面对日新月异的数智化技术进步) 只有持续不断的创新发展) 才能免遭淘汰的厄

运* 平台经济短短的发展历史) 提供了太多正反两个方面的案例* 另一方面) 政府监管对待平台经济

的创新) 在兼顾安全性的同时) 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鼓励和包容) 促使平台经济的发展与创新# 发

展与安全较好地融合在一起* 让平台经济得以在创新中稳步发展壮大*

五是先进性* 平台经济充分运用现代科技) 特别是数智化现代科技的成果) 已经成为继工业经济

之后的先进生产力和创新驱动力的代表* 数智化平台的核心在于用算法促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连接)

而以 *&'.@B<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成功突破与迅猛发展) 则显著拓宽了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

提高了人机交互的效率和水平) 有效提高了数智化平台对各类相关客户的服务能力* 人工智能可以更

好地理解用户需求和行为) 帮助平台提供更精准# 更个性化# 更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 通过预测需求

和供给) 实现库存# 物流# 定价等方面的动态调整. 结合云计算# 互联网# 物联网# 区块链等技术)

实现跨行业# 跨领域# 跨地域的数据共享和协同创新*

六是开放性* 平台经济在吸收借鉴与输出最新科技成果) 以及自身应用成果方面一直具有广泛的

开放性* 阿里巴巴# 腾讯# 蚂蚁集团# 百度# 抖音 &字节跳动'# 华为等均是这方面的代表) 它们深

耕于海外社交# 电商# 支付# 出行# 电信等领域) 在业务领域和全球布局上形成了极强的渗透力) 与

苹果# 谷歌# 脸书# 微软等国际互联网巨头形成极强的比拼竞争态势* ,CDCC 麦肯锡全球支付报告-

显示) CDCG 年中国对全球电子商务增长的贡献率约为 GNJ) 零售电子商务销售额约占全球的近 KDJ*

七是普惠性* 平台经济具有良好的普惠性) 无论是平台的供给方还是需求方) 进入门槛均相对较

低) 中小企业乃至个体都很容易参与其中* 平台可以拥有并服务众多客户) 许多大平台甚至拥有亿级

客户* 此外) 数智平台不受空间和时间因素限制) 可以连接全球参与者并产生互动) 从而降低参与者

跨国交易的成本和不确定性* 越来越多中小企业乃至个体借助平台企业及其国际化服务生态系统) 深

入参与全球产业链) 成为中国商品和服务出口的生力军* 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 CDCE 年

发布 ,中国平台经济企业全球化之路- 显示) 蚂蚁集团旗下的万里汇用技术实现 $收# 付# 管# 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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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 一站式服务) 支持众多小微企业以极低的成本把生意拓展到海外* 目前) 万里汇已覆盖全球 ND

多个国家和地区) 支持 GCD 多个海外电商平台) 服务全球过百万商户*

八是高效性* 平台经济降低交易成本和激励创新的内在要求使其发展及运行呈现出高效性* 与此

同时) 同类数智化平台之间激烈的竞争也促使平台运行必须便捷高效) 以便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以遍

布全国及跨国的数智化平台物流行业为例) 过去那种速度慢# 服务差# 收费高的物流系统早已被彻底

抛弃) 取而代之的是速度快# 服务好# 收费低的现代物流系统* 中国的 $快递小哥% 已经成为一张知

名的数智化平台物流名片*

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平台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 并且有成功的经验和诱人的前景) 但创建平

台# 发展平台经济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风险* 如果不能牢牢把握数智化平台的核心交易) 不能很好地

通过制定规则与标准# 提供核心工具与服务) 成功拓展用户) 完成配对与交易) 就很可能功亏一篑*

数智化平台构建是一个需要大量资本投入的科技创新工程* 如何吸引足够的投资) 特别是天使投资等

市场化资本的投资) 也是平台经济面临的巨大挑战* 因此) 在创建数智化平台# 推进平台经济过程

中) 一定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关键是要引入市场竞争与激励机制) 让平台在竞争中构建并

成长*

三# 借鉴平台经济成功经验推动深化改革

目前) 中国的体制改革已经有了较好较系统的宏观设计蓝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专门对体制改

革进行了系统研究与部署* 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报告也对体制改革做出了重大安排* 中央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通过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 审批一系列重要文件和规划) 也确定了关于改革的具体思路和方案

设计) 以及实施路线图*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 等

一系列关于深化改革的决定和意见均是很好的例证* 如何创新性地抓好落实) 实现改革总体方案给出

的目标) 借鉴与吸收平台经济成功发展经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

实际上) 改革方案的总体设计也可以充分借鉴平台经济成功发展经验* 从改革的总体目标看) 就

是要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实现高质量发展* 要实现这一总体目

标) 通过改革降低各种交易成本) 为创新提供良好生态环境是必由之路* 而平台经济的本质特征恰好

就是这两个方面* 从改革的导向看) 就是要以人为中心) 按照社会发展与人们的实际需求) 以问题为

导向进行改革* 这既是改革的出发点也是改革的落脚点) 是过去改革成功的法宝* 而以数智化为特征

的平台经济正是以人为本) 紧紧把握住了需求与问题导向) 才取得了成功* 因此) 体制改革可以也应

该借鉴平台经济发展成功经验* 从改革要处理好的 $市场% 与 $政府% 关系看) 平台经济成功发展

的经验值得借鉴* 因为) 充分市场竞争与恰当政府监管之间相互协调正是平台经济赖以成功发展的重

要经验* 这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 也是改革成功的重要标志和保障* 充分市场竞争激发

创新) 提高效率. 而政府的恰当规制与监管) 则为市场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再以全国统一要素市场的改革) 以及创新链产业链金融链人才链 $四链融合% 改革为例) 谈一谈

平台经济成功发展经验之可贵* 关于全国统一要素市场) 特别是全国统一消费品市场的建立) 在改革

开放前期的 CD 多年间) 一直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县域经济竞争发展模式决定了地方政府的保护主

义行为* 无论是为了财政收入和就业) 还是为了政绩) 地方政府往往会利用行政命令等手段) 甚至动

用司法手段) 想方设法让企业或个人必须使用或消费本地生产的商品* 由于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 众

多市场地方化分割严重* 小水泥# 小钢铁# 小烟酒等企业遍地开花) 全国统一市场一直没有形成* 直

到进入 CG 世纪) 随着阿里巴巴# 腾讯# 京东# 拼多多等众多平台) 特别是购物平台的出现) 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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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对商品的行政保护和地区封锁才被彻底打破) 才使买卖全国各地的商品变得轻而易举) 全国统一大

市场才建立起来* 实际上) 现在依托数智化平台不仅能方便地 $买全国卖全国%) 甚至可以 $买全球

卖全球%* 关于 $四链% 融合改革问题) 也完全可以借鉴平台发展成功的经验* 在完善知识产权立法

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前提下) 政府可以引导几家头部平台企业参与竞争) 竞争出几个类似消费品市

场的数智化平台) 即商业 &市场' 生态系统* 将创新主体# 产业应用主体# 融资主体和创新人才等吸

引到平台上) 让研发# 转化# 应用# 资本# 人才在数智化平台这一商业 &市场' 生态环境下) 公开透

明# 有规则# 高效率地结合与配对) 实现 $四链% 融合* 苹果手机平台就是软硬件开发商# 苹果公

司# 苹果手机用户深入融合的案例* 关于资本在平台上的介入与配对) 涉及金融监管) 虽说复杂一

些) 但只要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 调动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 经过监管部门的努力) 也

完全可以解决* 总之) 许多改革举措) 完全可以借鉴平台经济成功经验的 $八性%* 实际上) 平台经

济仅仅是现代数智化技术应用的典型代表* 现代数智化技术在深化改革中大有可为) 并不是说技术决

定体制) 但运用先进技术确实可以更好地推动体制改革创新*

如何才能较好地借鉴平台经济成功发展经验推动深化改革/ 一是要切实转变观念) 坚定树立构建

或使用平台推进改革的理念和决心* 理念和态度决定行动*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上) 数智化平台大有可为. 在深化改革中) 数智化平台同样大有可为* 二是要松绑) 要尽可能引入竞

争机制) 激励和包容创新* 政府要着力营造有利于运用数智化平台深化改革# 发展经济的环境* 包

括" 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和环境. 较为完善的投资准入# 新技术新业务安全评估等程序及法规. 透明

及可预期的监管规则. 较低的合规运营成本等* 利用平台经济成功经验搞改革仍处于探索期) 要激励

和包容创新) 保护好知识产权. 要建立健全与数智化平台的定期沟通机制) 及时了解平台构建与运行

中的困难诉求) 完善相关法规) 使之更加切合实际* 推动借鉴平台经济成功经验进行改革探索走深走

实* 三是要遵循市场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 制定法规) 依法监管* 创新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与法规确定

性之间常常会出现矛盾* 实际上) 平台经济就是在不断挑战既有规则中发展起来的) 这会给监管带来

许多困难* 利用数智化平台搞改革也会如此* 监管部门要坚持法治原则) 根据法治的基本要求及时制

定# 修改和废除相关法规* 做到法规面前人人平等. 法规公开透明) 清晰准确. 法规之间具有一致

性) 不相互矛盾. 法规要具有可行性# 相对稳定性. 政府要依法行政. 等等* 四是要广聚人才# 爱护

人才# 助力人才施展才华# 促进人才不断成长* 要不拘一格求人才# 用人才) 给人才施展才华提供舞

台和空间) 为人才创造舒心的改革环境* 要特别注意利用数智化平台的方式去吸引和聚集人才+++人

才虽不必归 $我% 所辖) 但人才要能为改革所用* 五是要形成有利于融资# 引资的机制和环境) 学会

吸引投资* 要不断创新融资方式) 形成良好的投融资环境氛围) 提高 $讲故事% 能力) 吸引各方资本

投入到利用数智化平台进行改革的事业当中) 推动改革取得成功* 六是要扬长避短) 注意防范风险*

如上所述) 虽说数智化平台有许多优点及成功经验) 但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在利用平台经济成功经验

推动改革的过程中) 一定要十分注意防范风险) 一定要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引入市

场竞争机制) 让各项改革任务在竞争中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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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胀治理及其效果浅析

谷源洋

!!摘要$ 近两年& 美国( 欧盟( 英国等国家 "地区# 的通货膨胀越来越高& 拖延的时间越来越长& 成为

全球最为重要的经济事件之一$ 美国的通货膨胀是由多重特殊和复杂因素共振产生的& 尤为严重$ 美国政

府当前实施的国内外政策难以遏制通货膨胀& 使其更加带有顽固性和黏性$ 美国( 欧盟( 英国普遍运用紧

缩措施抑制通货膨胀& 持续激进加息& 虽推动总体通货膨胀走低& 但依旧不稳定& 尚未步入紧缩政策的转

换期$ 通货膨胀治理长期化势必抑制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 然而由于多种因素作用& 美国失业率暂时保持

在低位& 促使其消费旺盛和经济增长$ 美联储紧缩政策的滞后效应尚未完全显现& 经济走势存在高度不确

定性& 金融市场状况依然迷雾重重$ 美国( 欧盟( 英国等国家 "地区# 依然面临经济衰退与金融危机的

风险$

关键词$ 通货膨胀!通胀治理!货币紧缩!经济衰退

作者简介$ 谷源洋&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所长$

!!近两年来) 通货膨胀 &以下简称 $通胀%' 是世界多数国家最为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 发达经济

体从以往几十年的低通胀走向高通胀* 通胀犹如脱缰越来越高) 拖延的时间越来越长) 最终发展成为

到处狂奔的一群 $灰犀牛%* 其中) 美国的通胀尤为严重) 既影响本国) 又影响全球*

一# 美国通胀治理及其效果

从实践发展层面看) 美国从 CDCC 年 G 月至 E 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BP' 同比分别上升 NIKJ#

NIMJ# LIKJ) 通胀连续 $高烧不退%) 其严重性超出预期. 通胀 $易上难下%) H 月至 GC 月的 *BP

分别为 LIEJ# LIFJ# MIGJ# LIKJ# LIEJ# LICJ# NINJ# NIGJ# FIKJ* 进入 CDCE 年美国 *BP

持续小幅下跌) G 月至 M 月分别为 FIHJ# FJ# KJ# EIMJ# HJ# EJ# EICJ# EINJ# EINJ* 总体

看) 美国 *BP呈下降趋缓) 但出现反复) 尤其核心通胀 &B*Q' 高于 *BP) 表现出较强的 $黏性%* 美

联储强调必须把 B*Q降至 CJ的目标区*

从理论和认识层面看) 美国的通胀涉及一系列应重视与探索的问题* 第一)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

通胀抬头后) 在较长时间内坚持通胀 $短期化% 的看法) 直到 CDCC 年 E 月才 $认错%) 开始着手治理

通胀* E 月 GF 日启动加息周期) 首次加息 CK 个基点* 在治理通胀过程中) 美联储始终依赖数据变化

决定加息的强度和频率) 避免再犯认知判断上的错误) 一直把遏制通胀作为首要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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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美联储始终坚持治理通胀的终极目标是推动高企的 B*Q逐渐回归 CJ的目标区* 其实) 这

是短期内不太可能实现的目标) 但美联储对这一终极目标没有动摇* 美国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个目标

短期难以实现) 是否可以将既定目标提高到 EJ或 HJ* 此建议未获美联储认可) 这是可以理解的*

一旦把 CJ的既定目标放宽至 EJ或 HJ) 可能导致 *BP狂升) 使其更加难以治理* 美国把 *BP称为

$顽固性% 和带有 $粘性% 的通胀) 因而通胀治理不会是短期的) 需要经历较长时期的紧缩环境* 纽

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认为 CDCE 年美国 B*Q将降至 EICKJ) CDCH 年或 CDCK 年才能达到 CJ的既定

目标*

第三) 美国本轮通胀的特殊性和顽固性) 决定了美联储加息周期与其此前不同* 从历史上看) 美

联储步入加息周期) 一般要连续加息 GG 次) 加息峰值为 HIKJ) 随后进入降息周期) 刺激经济反弹*

然而) 本轮美联储连续激进加息) 最终利率峰值早已远高于以往* 鲍威尔多次重申) 即便在终止加息

周期后) 美联储也不会马上降息) 高利率将持续一段时间* 利率越是走高) 就越驱使美国经济和世界

经济下行* 然而) 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时间节点有不同的预判* 在硅谷银行# 签名银行和美国第一共

和银行相继 $暴雷% 后) 美联储面临是继续加息还是转向降息的 $两难选择%* 若美联储继续收紧银

根) 势必导致美国信贷收缩和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 反之) 若暂停加息并加大资金投入) 那么美国的

通胀将随之触底反弹* 权衡利弊) 美联储认为过早降息会给美国经济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P=0' 亦要求美国# 欧盟# 英国等不要过早放弃紧缩政策* 然而) 暂停加息及降息的呼声

愈益高涨) 停止加息或者转为降息只是时间问题* 当下) 在经济和通胀两者之间) 美联储依然更为重

视通胀) 不会在接近最后时刻让通胀治理 $半途而废%* 国际清算银行警告说) $最后的一英里路很难

走%*

第四) 通胀是经济和政治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报告指出" $若利率

持续偏高) 会导致社会融资成本高企) 形成供给缺口和需求萎缩) 不利于经济发展* 若利率长期过

低) 又会带来产能过剩# 通货膨胀# 资产价格泡沫# 资金空转等问题*%

! 然而在现实中) 人们对美国

通胀成因的认知不尽相同* 有人说美国通胀飙升同其政府超发货币无关) 这种说法看起来似乎有点道

理* 从 CDDL 年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引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美国# 欧盟# 英国# 日本等主要经济

体纷纷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甚至实施了 $超宽松货币政策%) 将其政策利率降为负值) 长期保持

低通胀# 低利率# 负利率* 但也要清楚地看到) 自 CDGM 年底暴发新冠疫情以来) 这些经济体大幅增

加了 $疫情纾困% 支出* CDCD+CDCC 年) 这些经济体购买了 M 万多亿美元的债券* 在新冠疫情期间)

特朗普和拜登总统都在扩大支出) 拜登不仅提出巨额的疫情 $纾困计划%) 还推出了耗资数万亿美元

的 $就业计划% 和 $家庭计划%* 即使疫情已经淡化) 主要经济体) 尤其是美国政府还在加码扩大财

政赤字) 众多经济学家和机构认为海量的投入成为这些经济体从低通胀走向高通胀的重要导因*

第五) 美国本轮通胀不是 $沃尔克时刻% 由总需求引发的物价上涨) 而是由多重特殊和复杂因素

共振产生的) 包括长期量化宽松作用# 总需求与总供给错配# 持续性的 $通胀螺旋%# 沉迷于战争与

军事支出# 逆全球化泛滥以及全球治理失能等* 特朗普和拜登总统长期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高关税)

又加剧了美国通胀恶化程度* 美国政府实施的国内外政策难以遏制由多重因素共振产生的通胀) 进而

推动通胀治理持久化*

第六) 美联储等启动加息周期) 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 企业把 $生存危机% 转嫁给消费者* 实际

上) 在飙升的通胀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企业提价) 不利于促消费# 创就业# 稳增长* 失业率增加#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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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下降# 消费下跌# 经济萎缩是抑制 *BP的必然结果与趋势* 这种趋势在 CDCH 年势必会逐渐显现

出来*

第七) 发达国家普遍把 CJ的通胀率作为追求目标) 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全球通胀目标区) 适用于

世界各国* 但迄今仍少见有机构和学者从理论视角) 分析和认定欧元区制定的包括 CJ的通胀率等

$趋同标准% 是世界性之标准* 通胀率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RB' 的 CJ# 债务不能超过 @RB的

FDJ# 赤字不能超过 @RB的 EJ等) 是欧元区对其成员制定的 $趋同标准%) 并要求各成员不得突破*

然而) 实际上欧元区各成员都早已突破了这些 $趋同标准%) 且欧元区总部难以对各成员实施所谓的

纪律惩罚* 尽管如此) 欧元区提出的 $趋同标准% 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美国等发达国家仍以通胀率

不能超过 @RB的 CJ为目标区* 发展中国家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于发达国家) 不采用该 $趋同标

准%* 马哈蒂尔在出任马来西亚首相时曾说过) 马来西亚通胀率只要超出 EJ) 就宁肯把经济增长速度

降下来* 遏制通胀与保持增长两者间的矛盾) 是世界多数国家尚未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难题* 中国在结

合国内实际时) 有时以欧元区的 $趋同标准% 作为参考值加以比较) 这当然是可以的* 有学者从化解

中国地方债务风险角度出发) 认为欧元区规定的 $三道红线% &赤字率一般要求等于或者低于 EJ)

政府负债率一般要求低于 FDJ) 地方政府债务率一般要求低于 GCDJ') 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设置的)

其科学性并未经历严格论证*

! 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大国不能以发达国家都未能达到 $趋同标准% 为

由) 在没有理论印证下) 轻易地提高各项 $趋同标准% 作为我国的目标区*

第八) $滞胀% 重新成为世界经济的关键词* 最近三年) 美国经济及全球经济是否步入 $滞胀%

再次成为国际社会热议的问题* $滞胀说% 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一种解释是 $两要素之说%) 即经济

停止和通胀上涨* 按此标准衡量) 美国# 欧盟# 英国乃至全球经济已经陷入滞胀状态* 另一种解释是

$三要素之说%) 即除经济停止和通胀上涨外) 还要看失业率的高低* 如果伴随通胀上涨和经济下滑)

失业率却持续走低) 那么就不能界定为 $滞胀%* 当下) 美国一方面持续遏制通胀) 一方面失业率保

持在低位) 推动劳动者工资上涨) 形成所谓 $通胀螺旋%* 美联储把劳动力市场紧张视为美国经济

$过热% 的表现) 并成为继续加息以抑制通胀的依据* 这里引申出需要探讨的问题) 为什么美国失业

率保持在低位) 曾一度降至 EIHJ/ 从实践中不难看出) 失业率降低+职位空缺+薪金增加+消费旺

盛+经济 $过热% 已经成为拜登政府的思维逻辑* 其实) 美国劳动力市场紧张的主因是新冠疫情破坏

了其制造业和服务业供需体系) 让许多人失去了原有的工作岗位* 与此同时) 疫情期间美国政府给予

家庭和个人多种补贴) 储蓄增加造成有些人暂不愿意重返职场) 从而形成就业率上升而劳动参与率下

降的反向趋势*

第九) $通胀螺旋% 真的能让美国经济 $过热% 吗/ 显然不会* 实际上) 最近三年来) 美国经济

一直在走下坡路) @RB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 关于美国经济在近期是否会衰退) 大体有三种观点"

不会衰退# 轻微衰退 &温和衰退'# 深度衰退* 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 其经济表现好与坏) 都会对

世界各国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不同溢出影响* 美国经济是旺盛# 减速抑或衰退) 取决于其政府的对内对

外政策* 应认识到美联储持续加息本身就是在抑制消费和经济增长* CDCE 年 H 月 GM 日) 美联储发布

的褐皮书明确指出) 银行业危机以来) 美国经济已陷入停滞) 通货膨胀趋弱) 劳动力短缺降温* 这或

许是对美国经济真实状况的表述和认知* 伴随消费疲软和经济下行) 失业率回升将是难以避免的趋

势) 但这种趋势的出现需要时间* 实际上) L 月美国的失业率已由 EIHJ上升至 EILJ* 在高利率作用

下) 美国有些重要行业及大公司己经破产和裁员) 仅 CDCE 年上半年就有 GF 家资产超过 GD 万亿美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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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申请破产* 这些 $独角兽% 企业破产数量的增加) 反映了超高的利率# 收紧的信贷# 增加的成本

不可持续) 同时也预示随着美国家庭和个人在疫情时期积累的储蓄即将用尽) 支持美国经济的就业和

消费两大支柱正在发生趋势性逆转* 现实与趋势存在时间差* 迄今) 人们对美国经济形势的预判充满

了不确定性*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于 CDCE 年 K 月 GF 日发布 ,CDCE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 报告

指出) 由于美国家庭支出增加) 因而把 CDCE 年美国 @RB增长率从年初预测的 DIHJ提升到 GIGJ* 高

盛集团则估计) 银行贷款的广泛收缩可能会使 CDCE 年美国经济增长下降 DIH 个百分点) 抵消了家庭支

出增长对经济拉动作用的效果* 即便是按 N 月 P=0预测值) CDCE 年美国 @RB增长 GILJ) CDCH 年放

缓至 GJ) 这样的经济表现并不能说明美国经济 $过热% 了*

第十) 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都面临经济和金融多重风险与挑战*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曾公开表示过美

国经济不会衰退) 但又不排除有陷入 $温和衰退% 的可能* CDCE 年 K 月 CH 日) 美联储公布的联邦公

开市场委员会 &08=*' 会议纪要) 正式承认美国经济进入 $衰退区间概率% 大为增加* 基于这种判

断) F 月 GH 日美联储按下了市场期待已久的 $暂停键%) 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KJ [

KICKJ不变* 但 $暂停加息% 不到一个月) N 月 GC 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F 月 *BP同比上涨

EJ) 是 CDCG 年 E 月以来的最低涨幅. F 月 B*Q同比上涨 HILJ) 略高于 K 月的 HIFJ* 美联储发布的

褐皮书指出) 美国整体经济活动的数据有所提升) 就业人数在增加) 失业率从 K 月的 EINJ降至 F 月

的 EIFJ* 这些新因素的出现) 使联储成员在 N 月 CK 日召开的货币政策议息会议上) 对未来的货币政

策走向产生了更大的分歧* 有联储成员表示可能还需要再加息一次或两次) 主要依据是上半年美国经

济有所增长* 不少人乐观地认为美国经济可以避免 $硬着陆%) 投资者则认为可以在不牺牲经济增速

的情况下抑制通胀* 但对美联储而言) 上述情况却是推动通胀升高的因素) 必须继续将对抗通胀放在

首位* 有联储成员则认为名义通胀已进入下行通道) 政策利率高于通胀率) 紧缩政策滞后效应开始显

现)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B=P' 持续收缩) 住房等建筑支出及新房开工处于弱增长或负增长状态*

为避免出现过度紧缩) 美联储紧缩政策应予以软化) 不必再加息) 其货币政策似应朝着支持经济方向

倾斜*

全球投资机构锁定 F 月 *BP同比数据回落至 EJ后) 美联储会在 N 月加息后结束加息周期* 然而)

现实情况却不是这样* 通胀依然是左右美国# 欧盟# 英国央行货币政策的关键因素) 紧缩之忧升温)

导致多国 GD 年期债券收益率创下了 CDDN 年以来最高水平) 并推动美元指数再度跌破 GDD 关口) 强势

美元有助于压低能源及农产品价格) 遏制商品通胀回升* 美国总体通胀率虽然持续下降) 但 B*Q下降

速度偏缓* B*Q成为美联储抑制通胀更为重要的目标* 美国劳动力供给持续偏紧) 推动工资上涨和消

费需求增加) 但经济数据越是趋好) 就越促使美联储加息) 使其通胀治理长期化) 这是美联储不愿意

看到的现实* 从根本上说) 衰退才是美联储治理通胀的 $药方%*

从 CDCE 年下半年的情况分析) 美联储紧缩政策转换时机尚未到来) N 月 FICJ的 *BP并不意味着

治理通胀的结束* 与 CDCC 年 F 月 MIGJ的 *BP巅峰值相比) 高基数效应推动了 *BP大幅度下降) 但随

高基数效应逐渐转弱) 下半年美国的 *BP同比涨幅必然会略有回升) 美联储货币政策及紧缩预期存在

反复风险* 正如市场所预期的那样) N 月 CF 日美联储宣布再加息 CK 个基点) 这是美联储本轮加息的

第 GG 次* 在过去 GF 个月) 美联储经历了一个即将告别的 $紧缩周期%) 使其联邦基金利率升到

KICKJ [KIKJ* 不能忽视的问题是) 美联储在激进加息的同时还在缩减资产负债表) 即所谓的 $量化

紧缩%* 截至 CDCE 年 L 月底)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已缩水约 G 万亿美元* P=0高级经济学家曼莫汉!辛格

表示) $量化紧缩% G 万亿美元) 就相当于将联邦基金利率再上调 DIGK [DICK 个百分点* 美联储的资

产负债表规模已从 CDCC 年的 M 万亿美元降至 LIC 万亿美元* $缩表% 时间可能长于加息时间* 美联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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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是在 CDCK 年中之前将资产负债表再缩减 GIK 万亿美元*

! 各国需要警惕美联储持续 $缩表% 带

来的风险与冲击*

简而言之) CDCE 年 N 月以后) 美联储仍存在再加息的动因) 但明显趋于减少) 包括拜登政府的疫

情 $纾困计划% 尚剩下的 KDDD 亿美元余额) 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消耗枯竭) 驱使消费热度降温. 美

联储忧虑的工资上涨加重通胀黏性) 以及未来疲软的经济和逐渐降温的劳动力市场) 最终将阻止美联

储再加息* 这是大趋势) 难以阻止* 然而) 通胀仍存变数* 最大的变数是美国# 欧盟# 英国通胀率在

下半年能否持续走低) 主要影响原因是天然气和石油价格会否大幅下跌* 然而) 从 F 月开始) 在需求

旺盛和 $欧佩克 U% 多次减产的背景下) 国际油价连续上扬)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反弹* 自 N 月中旬

以来) 美元指数在波动中保持高位) 可是仍未能有效抑制油价) 强势美元无力阻止原油期货价格上

涨* 美元与油价同步上升威胁市场稳定* 国际能源署 &PQ6' 认为油价仍有上行空间) 预计油价涨势

将逐渐钝化* 国际油价上涨以及罢工潮兴起) 再度推高美国通胀压力) 美联储势必加息予以控制* 美

联储公布的 N 月 08=*会议纪要显示将继续加息*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高利率抑制经济活动) 劳

工偏紧# 工资上涨# 消费刺激) 只是向后推迟了经济衰退的时间* 按年率计算) 美国 CDCE 年一季度

@RB增长率为 CJ) 二季度为 CIGJ) 三季度为 HIMJ) 主要得益于消费支出# 库存# 出口# 住宅投资

和政府投资的增加* 多数经济学家依然预测) 在未来几个月内) 美国经济增长将会放缓* CDCH 年是美

国总统大选之年) 拜登需要有较好的经济表现来赢得大选) 但事与愿违) 抑制经济增长的因素不断涌

现* CDCE 年 L 月 G 日)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将美国的信用评级从 $666% 下调至 $66U%) 预计未来三

年美国财政状况会继续恶化) 并下调了美国数十家银行评级* 惠誉预测) 在信贷条件收紧# 商业投资

减弱以及消费放缓等因素推动下) 美国经济可能在 CDCE 年四季度或 CDCH 年一季度期间陷入 $温和衰

退%) CDCH 年美国的实际 @RB增长率将仅为 DIKJ) 其预测值比 P=0GJ的预测值减少了一半* 惠誉

的预测与众多经济学家预计大体一致) 均认为在 CDCE 年末和 CDCH 年初交错时期) 美国经济或许出现

衰退* 高盛集团预测美联储将于 CDCH 年 F 月开始降息) 摆脱限制性政策*

" 然而) 在 L 月 CH 日召开

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行长年会上) 基于经济增长数据# 就业市场表现及消费者信心回升) 鲍威尔再

次表示美联储不会放弃限制性政策) 导致 GD 年期和 C 年期美债收益率双双狂升并 $倒挂%) 预示着美

国企业和经济将陷入不景气的困境* M 月 GE 日) 美国劳工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L 月 *BP同比涨幅从 N

月的 EICJ反弹至 EINJ) M 月 *BP同 L 月一样为 EINJ* 美联储坠入了一场抗通胀的持久战* 值得关

注的是) 美联储 M 月 CD 日召开的议息会议又释放出了以下重要信息" 首先是美联储再次确定暂不加

息) 维持 KICKJ [KIKDJ不变) 市场称之为 $鹰式暂停%. 其次是美联储年内或许再加息一次) 并宣

称高利率政策将持续到 CDCH 年. 再次是劳动力市场依然旺盛) 消费需求持续发酵) 支持了经济增长*

美联储将 CDCE 年美国 @RB增长率从 F 月预测的 GIDJ突然上调至 CIGJ) 高于 GILJ的趋势性增长水

平) 令市场深感惊讶* 非常巧合的是) GD 月 GD 日 P=0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对美国经济的预测值)

同美联储一模一样) 从此前的 GILJ提升到 CIGJ) 并认为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 $软着陆% 的可能

性上升* 若真如此) 当然是好事* 但持续加息和维持高利率) 始终威胁美国经济增长) 让美联储忐忑

不安* 事实上) 在上调美国经济增长率的背后) 业已出现一些疲软态势* 与美联储乐观情绪相比) 越

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对工资落后于物价涨幅感到失望) 并对美国经济总体表现及前景表示悲观) M 月 CF

日公布的消费者信心调查报告指出) 美国就业岗位在未来几个月内增加人数将有明显减少* 美国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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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称) 在截至 GD 月 CG 日的一周内) 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达到 CG 万人) 比其此前一周增加了 G 万

人* 当前) 高利率的滞后效应尚未充分显现) 尚难说美国经济衰退的警报已经完全解除* 美国前财政

部长萨默斯警告称) 不要对美国能够在不出现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抑制通胀过于乐观) 实现 $软着陆%

的窗口非常狭窄* 有美国机构和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国债收益率过高) 让美国经济面临衰退风险* 高盛

公司认为临时拨款法案暂时避免了政府关门的危机) 但危机仍然存在) 预计美国四季度 @RB增长速度

将大幅下降* 其实) 鲍威尔对美国经济形势的真实状况 $心知肚明%) 多次提醒美联储要 $谨慎行

事%* 美联储何时放弃紧缩政策# 何时降息及降低次数等等都是高度不确定的) 都没有定数* GG 月 G

日) 美联储再次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 KICKJ [KIKJ不变) 这是美联储第三次停止加息) 但依然强

调离 CJ的目标区尚远) 美联储将保持高利率并继续缩表* 存在两个 $即便是% 的判断" 即便是 CDCE

年美国经济有韧性) 但如果美国政府继续坚持现有国内外战略和政策) 那么也会使美国无法躲过衰退

风险. 即便是 CDCH 年美联储进入了货币政策转换期) 其经济金融发展也不会 $一帆风顺%) 转换后的

货币政策将会带来新挑战和危机) 包括债务加剧膨胀# 流动性匮乏# 热钱冲击以及财政赤字狂升等)

因而金融动荡乃至危机难以避免) 而且不排除在 $降息周期% 期间) 美联储实施 $预放性加息% 措

施) 导致 $降息周期% 半途腰折*

二# 其他主要经济体通胀治理及其效果

&一' 欧盟

欧洲央行原本计划在 CDCC 年 M 月实施紧缩政策) 由于通胀来得过于凶猛) 不得不提前在 N 月开始

实施) 此后一直面临 $通胀# 经济# 金融% 三重难以调和的压力* CDCE 年 C+M 月欧元区的 *BP分别

为 LIKJ# FIMJ# NJ# FIGJ# KIKJ# KIEJ# KICJ# HIEJ) GD 月 *BP大幅降至 CIMJ# B*Q降至

HICJ* 同美国一样) 欧元区距 CJ的目标区还有些遥远) 遏制通胀的斗争还未进入最后阶段) 抗通胀

依然是其 $优先选项%* 欧盟和欧元区对通胀的治理晚于美国) 大体方向与美国基本一致* 由于欧盟

和欧元区是国家群体的一体化组织) 各成员的情况差异化) 因而通胀治理更加艰难*

CDCE 年 K 月 H 日) 欧洲央行决定再加息 CK 个基点) 三大关键利率随之上扬* 与欧洲央行 E 月升

息 KD 个基点相比) K 月加息幅度趋窄) 热度降低* 然而) 欧盟和欧元区扣除能源及食品价格的核心消

费价格仍处在高位) 服务业的通胀一直居高不下) 频频发生民众抗议活动和罢工事件* 欧洲央行治理

通胀的紧缩政策何时了) 一直是摆在桌面上的问题) 存在持续加息的可能和空间* N 月 CN 日) 欧洲央

行宣布再次加息 CK 个基点* 在 CDCC 年 N 月到 CDCE 年 N 月的一整年里) 欧洲央行决策者中对通胀感到

担忧的人数占主导地位) 担心经济疲软或走向衰退的人数不断增加* M 月 GH 日) 欧洲央行再次把基准

利率提高了 CK 个基点) 并认为 CDCK 年中期才能看到通胀恢复至 CJ的目标水平* 欧洲央行自启动紧

缩周期以来) 已连续加息 GD 次* 持续的通胀和高利率导致经济萎靡不振* 汉堡商业银行首席经济学

家赛勒斯!德拉鲁比亚指出) 欧元区有 CD 个成员国) 其 @RB增长率一季度为 DIGJ) 二季度为

DIEJ) 三季度萎缩至 DICJ* 由于 B=P指数 L 月降至 HNJ) 估计 CDCE 年全年欧元区 @RB增长率将不

及 GJ* 兴业银行的经济学家们则预测) CDCE 年欧元区 @RB增长率为 DINJ) CDCH 年仅增长 DIKJ*

P=0亦预测 CDCE 年欧元区的 @RB增长率为 DINJ) 远逊于美国的经济表现*

令人瞩目的是德国作为欧盟和欧元区经济的 $火车头%) 经济总量占欧元区的 EDJ* 由于食品和

能源价格连续上涨) 以及投资# 出口和消费需求乏力) CDCE 年一季度) 德国经济继 CDCC 年四季度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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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 DIKJ后) 再次下滑 DIEJ) 陷入了 $技术性衰退%*

! 实际上) 德国陷入的不单纯是 $技术性衰

退%) 而是德国将走向更严重的经济衰退* 德国经济恶化状况) 远超出经济学家的预期) 不排除 CDCE

全年经济产出为负值的可能* 德国媒体载文称) CDCE 年德国将是唯一无法实现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失

去了自己的 $黄金十年%*

" 欧盟委员会 M 月 GH 日发布的经济预测报告称) CDCE 年德国经济将同比收

缩 DIHJ. P=0的预测值为 VDIKJ* 在经济恶化形势下) 欧洲央行内部对继续维持紧缩环境还是停止

加息产生了分歧* 鉴于通胀下降速度缓慢) B*Q高企) 石油及天然气价格再度大幅上涨) 使欧洲多国

国债收益率达到 GD 余年的新高* 在国债收益率走高背景下) 通胀压力挥之不去) 央行难以放弃紧缩

政策* 希腊前财政部长# 雅典大学经济学教授亚尼斯!瓦鲁法基斯发文称) 紧缩政策曾经摧毁了欧

洲) 现在紧缩政策又回来了* 然而)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却声称 $距停止加息越来越近了%* 基于通

胀降温和经济下行) GD 月 CF 日) 欧洲央行宣布维持三大关键利率不变) 这是 CDCC 年 N 月以来首次暂

停加息* 欧洲央行预测 CDCE 年的平均通胀率为 KIFJ) CDCH 年降至 EICJ) 抗击通胀的任务尚未完

成) 还没有到要通过降息去提振经济活动的时刻* 市场押注欧洲央行最早将于 CDCH 年 F 月降息) 将迟

后于美国*

&二' 英国

英国因 $脱欧% 损失了 KJ的 @RB) 并使欧盟减少了对英国商品的供应) 直接导致物价普遍上

涨* 自 CDCC 年 H 月以来) 英国 *BP处于 MJ [GGJ的高位) 造成 CDCC 年三季度 @RB环比萎缩 DICJ)

四季度 @RB环比零增长* 乌克兰危机加剧能源和粮食价格攀升) 成为物价上涨的主要推动因素* CDCC

年 GD 月英国的通胀率高达 GGIGJ) 创 HD 年来新高) 此后小幅回落* CDCE 年 H 月英国 *BP同比增长

LINJ) K 月初上升到 GDIGJ) K 月 GG 日英国央行宣布第 GC 次加息* 英国央行只能不间断地推行更加

强劲的紧缩政策) 以应对带有顽固性和黏性的通胀* 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其 F 月 *BP同比增长

NIMJ# N 月为 FILJ) 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外) B*Q保持在 FIMJ) 仍处于高位) 而不是下行* L 月 E

日) 英国央行再次加息) 将基准利率从 KJ提高到 KICKJ* 有观点认为) 未来英国央行的峰值利率大

概率要比美联储和欧洲央行更高) 结束加息的时间点也会更晚些*

多种经济逆风一直在袭击英国政府) 包括地缘政治风险加剧# 高通胀重压# 高利率抑制以及广泛

的罢工事件加剧社会分裂等) 使英国央行的货币政策选择余地小于美欧央行) 只能通过跨年度的不断

加息将利率峰值推向更高点) 致使经济承受更加沉重的压力* 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公开指出) 预计到

CDCK 年才能把 B*Q拉回到 CJ的目标区) 而此前的预测时间点是 CDCE 年底) 控制住通胀的时间节点

向后推迟了大约两年* 英国通胀治理长期化) 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基准利率大幅攀升) 金融市场受到冲

击的风险呈 $指数级% 上升) 解决的唯一途径只能是抑制消费需求和压低经济增长) 进而把英国推入

经济衰退的境地* 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预测 CDCE 年英国经济将下滑 GIHJ* P=0预测 CDCE 年英国

@RB增长率降至 VDIEJ) CDCH 年恢复到 GJ* 根据彭博社经济部 F 月 CN 日发布的计算报告预计) 从

CDCE 年冬季到 CDCH 年秋季) 英国将会出现持续一年的经济衰退期*

#

&三' 日本

国际社会正在密切关注的是) 在主要西方经济体收紧货币政策趋势下) 日本货币政策是否会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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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德国消费者在巨大的通胀压力之下屈服- ) 德国 ,世界报- 网站) CDCE 年 K 日 CK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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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如果有变化将对日本经济和全球经济产生何种影响/ 总体上看) 当下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不同

于欧盟# 美国# 英国央行的货币紧缩政策) 基准利率仍处于 VDIGJ的水平) 维持原有超宽松货币政

策不变* 然而) CDCC 年 GC 月)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提出要放宽债券收益率曲线控制 &e**' 的目

标区* CDCE 年 E 月 M 日) 日本众议院批准植田和男接替黑田东彦为日本央行行长* 新任行长表示将继

续实施量化# 质化的货币宽松政策 &WWQ' 和 e**措施) 继续实现价格稳定的目标* 这种货币政策

给海外套利投资者创造了暂时的 $安全感%) 促进了投资资金流入日本股市) 让日本摆脱了 $技术性

衰退%* 由于日本经济并不稳定) 尚未完全摆脱通缩困境) 岸田文雄首相暂不会让货币政策出现紧缩

的拐点) 而是希望通过政策调整和政策审查) 减少非常货币政策的副作用) 从超宽松过渡到较为宽

松* 上任以来) 植田和男的货币政策不能不考虑岸田首相的治理理念) 维持短期利率为负) 长期利率

为零的货币政策* 然而) 在通胀温和持续走高的形势下) 日本亦存在较强的工资上涨预期) 使其经济

面临价格压力* 日本央行在 N 月的金融政策决策会议上决定要改善 e**的灵活性) 同时又强调日本

e**尚不处在可以稳定持续地达到 CJB*Q目标的状态* 这种矛盾表态意味着日本央行还不会退出超

宽松的货币政策* 日本央行在 M 月 CC 日召开的会议上) 再次决定维持现有超宽松货币政策) 导致日

美利差扩大) 日元兑美元汇率大幅走软及资金流出* 日本通胀率从 L 月 EJ降至 M 月的 CILJ) 但仍存

在反弹的空间*

P=0将世界 HD 个国家和地区定义为 $发达经济体%* 在以宽松货币政策为主的 $安倍经济学% 实

施之前的 CDGC 年) 日本在发达经济体中位居第 GE 位) 当前则跌到了第 CN 位* 为此) 岸田首相抛出了

GN 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 日本央行则正在探讨和寻找时机做货币政策调整* 调整超宽松政策业已

成为日本银行业的既定方针乃至是一种必然趋势* CDCE 年 GD 月 EG 日在金融政策决定委员会上) 日本

央行再次修正了国债 e**政策的上限) 将其 GD 年期国债收益率的目标从此前的 DIKJ# DINJ提升到

GJ* 日本央行称) 此举将进一步提升现有货币政策的灵活性* 实际上) 灵活地调整 e**政策) 已为

日本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创造了条件* 随着时间逐渐推移) 日本央行调整货币政策的气氛将会越来越

浓) 最终要退出 e**和放弃负利率政策* 从其效果看) 日本国债收益率上涨及调整 e**政策) 势必

驱动日元融资成本增加) 投资者对日本国债需求减少) 最终导致日元从长期贬值演变为快速反弹升

值* 一旦日元大幅升值) 将造成日本股市失去海外投资的支持) 诱发日本经济发生新一轮金融动荡*

!

与此同时) e**调整亦将促使日本海外资金回流日本本土) 使其全球利率面临上行压力* 总体判断)

日本现有货币政策短期不会改变) 长期却难以避免*

&四' 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 然而)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 美欧的货

币政策不管是宽松抑或紧缩) 其外溢效应都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不同的负面影响* 美联储货币政策宽

松时)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急剧膨胀) 债务违约事件频频发生) 资金自由流入和流出引发债务危机) 同

时宽松的货币环境还驱动通胀不断攀升* 当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时) 高利率吸引资金从发展中国家流

出) 升高的美元指数推动发展中国家货币贬值* 目前) 新兴市场国家的总体债务达到创纪录的 GDD 万

亿美元) 美元走强和高利率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了多重风险) 造成经济不稳定及恶化* 按 P=0的统计

数据) 美元汇率每上升 GDJ) 一年之后) 新兴市场国家的实际 @RB就会下降 GIMJ* 在本次全球通胀

危机中) 受输入性通胀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的通胀加速走高) 有些国家通胀率高达两位数甚至三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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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众多国家货币贬值) 资金外流) 遏制通胀的高利率) 使其经济变得更加黯淡* 在 CDCE 年上半年)

一些发展中国家央行开始放宽货币政策* 美国银行在 F 月 CC 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 $宽松政策已在

新兴市场出现%) 有望加速推动全球降息周期* 然而) 发展中国家整体通胀率大幅下降) 如同发达国

家一样) 其 B*Q仍然高于央行的目标* 摩根大通提供的数据显示) 如果把中国排除在外) K 月份新兴

市场国家的 B*Q为 FIKJ) 远高于发达经济体*

! 美欧货币政策基本同步) 而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政

策则呈现非同步化) 有的国家加息) 有的国家降息* 俄罗斯央行预测) CDCE 年俄罗斯年化通胀率为

KJ [FIKJ) CDCH 年或恢复到银行要求的 HJ目标区) 但 GD 月宣布把关键利率提高到 GKJ) 以此支

持卢布坚挺* 由于全球粮食和能源危机始终是多数发展中国家发生高通胀的重要根源) 因而发展中国

家不可能推动全球降息周期的到来* 全球迈入降息周期的关键力量) 依然是美欧日英等国家通过高强

度治理) 治服通胀 $灰犀牛%) 方能促使全球货币政策发生根本性的转换* 不管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

是紧缩还是宽松) 其外溢效应都会对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据此) 全面加强金融监

管) 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业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共识和目标*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声称) 新冠大流行结束之后) 持续疲软的通胀可能会卷土

重来) 将成为美国经济的长期挑战*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亦强调) 美国治理通胀取得的成果可能是暂时

的) *BP压力仍保持高涨*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通胀治理将是长期的事* P=0预测 CDCE 和 CDCH

年全球通胀率分别为 NJ和 HIMJ) 下降速度慢于此前预期* F 月 CL 日在欧洲央行主办的中央银行论

坛上)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及英国央行行长贝利集体表达了 $鹰派% 观点) 认为

需要进一步收紧政策) 以防止通胀降低后再度反弹*

总体看) 美联储# 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加息呈现温和 &加息 CK 个基点' +激进 &加息 KD 个基点

或 NK 个基点' +温和 &加息 CK 个基点' +暂停加息+维持高利率+有控制降息的路径* 然而) 路径

变化不是直线的) 出现了波动与反复* 国际清算银行前不久公布的全球约 HD 个国家和地区政策利率

走势的调查报告显示) 在一直坚持加息的央行中) 有 NDJ的央行要么停止上调短期政策利率) 要么削

减了加息幅度*

"这一政策利率变化走势) 表明加息抑制通胀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越来越多的信息显

示) 世界经济和贸易活动正在放缓) 多数国家央行认为已不需要进一步加息) 纷纷按下停止加息键*

尽管还有加息可能) 但无碍于全球加息周期走向终结) 这或许是全球后续货币政策变化的关注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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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价值链的兴起和迅速发展& 是自冷战后近 ED 年来& 经济金融全球化最突出的表现之一$

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 拉动了经济潜在增速& 为全球经济协同增长立下汗马功劳& 也造

成分配( 就业( 供应链脆弱等结构性问题$ 新冠疫情的暴发& 更是加速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 以欧美为中

心自由放任的全球化已经发生变化$ 未来全球价值链分布将不会单纯由效率驱动& 公共安全风险( 分散集

中度等因素都将被充分考虑$ 整体将呈现由生产消费 '全球一盘棋)& 向以中美欧主要消费市场为中心的

'三足鼎立) 区域化转变& 产品之间竞争或由企业之争演变为供应链之争$ 以制造业产品全球分工为特征的

传统全球化进入停滞期& 而以数字技术驱动的全链条全球化& 尤其是服务业全球化& 正在快速提升$ 具体

而言& 产业链( 供应链重组将是未来十年影响全球经济和投资最重要的变量$

关键词$ 全球价值链重构!国际财经合作!贸易保护主义!中国经济转型

作者简介$ 陈!超&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院长( 研究员%

邹!琳&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博士%

王梓雄&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博士$

!! $全球价值链% &@̂ *' 的兴起和迅速发展) 是自冷战后近 ED 年来) 经济金融全球化最突出的表

现之一* 由贸易自由化和科技进步带来的通讯成本# 运输费用和关税成本的降低是推动 @̂ *快速发

展的主要动力 &李优树# 张坤) CDCC'* 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推动下) @̂ *不断发展) 而一个

基于规则# 开放# 透明和非歧视的全球贸易体系是经济全球化和 @̂ *的基础 &雷切尔!费菲等)

CDCE''* @̂ *的形成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 拉动了经济潜在增速) 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结构性问题*

如 @̂ *分工能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这一促进效应在金融危机前# 发展中经济体# 高技术行业表

现更明显 &李跟强# 姚夏茵) CDCE'* 又如 @̂ *分工对通胀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其中贸易失衡是 @̂ *

分工影响通胀的重要渠道 &魏如青# 郑乐凯) CDCC'* 同时) @̂ *体现了世界各国生产力的分工组合)

承载了全球经济基础的表达* @̂ *的生产与分工推动了迥异于 $国家全产业链% 时代的国际关系和

权力结构的形成) 充分体现了以规模# 枢纽# 位置# 参与度# 关键节点和链主等要素构成的国际权力

形态 &余南平) CDCC'*

中国在产业链上的爬升更是打破原有分工格局) 令多边机制缔造者美国对全球经贸态度发生了根

本性转变* 得益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最终品关税下降)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O<8' 并加速融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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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提高了中国的福利水平)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也提升了其他大多数地区的福利 &段玉婉等)

CDCC'* 随着西方保护主义崛起和国内分配失衡加剧) 欧美启动供应链缩链重组) 美国主导的多边经

贸协调机制已名存实亡* @̂ *在经历了过去 ED 年的快速扩张后转向停滞与收缩) 无形资产作用愈加

凸显) 全球价值链发展模式分层与利益分配固化成为新特征 &张辉等) CDCC'* 原本推动 @̂ *分工演

进的技术进步# 经济特征# 政策环境等主要驱动因素都发生了逆转* 新冠疫情的暴发对全球价值链的

发展造成重大冲击) 并在未来数年通过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对 @̂ *发展动力产生持续影响) 将改变全

球价值链发展趋势 &李优树# 张坤) CDCC'* 新冠疫情之后) 许多跨国企业都开始重新评估全球价值

链的未来走向) 考虑的方向包括退出问题# 多元化问题# 区域供应链# 库存问题# 垂直生产问题#

$重新生产% 及 $保持原位% 等 &雷切尔!费菲等) CDCE1'* 未来 @̂ *分布将不会单纯由效率驱动)

公共安全风险# 分散集中度等因素都将被充分考虑* 新冠疫情带来的 @̂ *破坏性结构重构) 增强系

统应对未来突发事件冲击的韧性成为重构的主要方向 &甄珍等) CDCC'* @̂ *加速重构) 其区域化#

本土化# 多元化# 数字化# 绿色化趋势明显增强 &倪红福# 张志达) CDCC'* 地缘政治动荡也是影响

@̂ *重构的重要因素) 通过抑制中间品贸易与降低外国直接投资发挥作用) 一国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会

显著降低其在全球价值链的整体参与) 特别是对中低创新力国家的作用更强 &周先平等) CDCE'* 产

业链# 供应链重组将是未来十年影响全球经济和投资最重要的变量*

图!"价值链示意图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世界银行资料整理而得$

一# 全球价值链基本概念

&一' 全球价值链特征是生产过程的跨国分工

世界银行指出) @̂ *是指一个产品多国制造) 价值创造发生在不同国家) 将单个国家的制造优势

或某个环节的工艺优势进行匹配) 企业专注于特定环节) 而非整个最终产品*

! 全球价值链实际上是

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 连接生产# 销售# 回收处理等环节的跨国企业网络) 涉及从原料采购和运

输) 半成品及成品生产和分销) 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 &见图 G'* 学者从不同视角不

同组成部分概括描述该过程) 核心内涵是一致的) 即一国的出口产品并非全部由本国生产) 最终产品

包含众多国外生产的中间品* 例如) 从生产角度

描述为 $全球产业链% $全球供应链%. 从分工

角度描述为 $垂直专业化% $产品内分工% $国

际外包% $全球生产分工%. 从贸易角度描述为

$中间品贸易%* $全球价值链% 这一描述更加强

调全链条) 以及网络中不同节点上增加值的

分配*

与传统生产活动相比) 全球价值链有两个突

出特征" 一是高度专业化) 二是企业间保持持久

关系 &O+(9) T',` @(+A5) CDGM'* 按照出口强度

&出口占工业总产值份额' 衡量) 典型的全球价

值链行业包括电子# 汽车和机械) 而农业# 批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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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零售业等则通常为国内生产行业* 根据产业特征可将全球价值链分类) 有研究将其分为 F 类) 其中

H 类与生产相关) C 类与服务相关 &麦肯锡研究院) CDGM'* 一是全球创新价值链" 汽车# 计算机和电

子以及机械等行业催生了价值最大# 贸易强度最高# 知识最密集的商品贸易价值链* 二是劳动密集型

产品价值链" 主要包括纺织# 服装# 玩具# 鞋履和家具制造业) 其特点是贸易强度大# 劳动密集度

高* 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生产国* 三是资源密集型产品价值链" 主要包括农业# 采矿# 能源和基础

金属等行业* 四是区域生产价值链" 主要包括金属制成品# 橡胶和塑料# 玻璃# 水泥和陶瓷# 食品和

饮料等侧重当地生产的行业* 五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价值链" 主要包括专业服务# 金融中介# P<服务等

高价值行业* 六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价值链" 主要包括零售和批发# 运输和存储以及医疗保健*

&二' 跨国公司是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推手

全球化分工受资本和贸易自由化共同驱动) 国际生产# 贸易和投资越来越多地围绕着 @̂ *展开)

世界各国被广泛纳入到全球化大生产的复杂网络中* 在 @̂ *发展过程中) 跨国企业扮演了主导角色)

通过对价值链细分# 在母国和东道国配置价值链不同环节) 将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体纳入其垂直专业

化体系*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3*<6R' 认为如今全球 LDJ的国际贸易与跨国企业控制的国际生

产体系相关*

根据 @̂ *理论的早期提出者格里芬等人的研究 &@2(2::$2.'97) CDDG') 跨国公司主要采取两种模

式构建 @̂ *网络* 一是生产型驱动) 通过投资形成价值链* 此类跨国企业往往是拥有技术优势# 谋

求市场扩张的大型企业) 通过直接投资 &包括绿地投资和并购' 的方式直接控制整个价值链* 该方式

增加值主要体现在研发# 关键零部件制造等环节* 全球创新# 知识密集型产业往往形成生产者驱动价

值链) 如汽车# 飞机# 计算机# 半导体和装备制造等* 二是采购型驱动) 通过采购和外包形成价值

链* 此类跨国企业往往拥有品牌经营优势# 掌握国际营销渠道) 与价值链上其他企业彼此产权独立)

通过如贴牌代工等方式彼此关联* 该方式增加值主要体现在品牌经营# 营销渠道构建等环节* 劳动密

集型产业往往形成采购者驱动价值链) 如服装# 玩具# 家具和农产品等*

二# 全球价值链发展历程和特征

&一' 全球价值链发展经历三个阶段

图#"!'*$%#$!)年 ./!占全球贸易的份额

资料来源# O+(9) T',` @(+A5$

根据 O+(9) T',` @(+A5 &CDGM' 和张

继强 等 & CDCD ' 的 研 究) 二 战 以 来)

@̂ *发展大致经历了 $慢+快+滞% 三

个阶段 &见图 C'* 第一阶段是初步形成

期) 为二战后至 CD 世纪 LD 年代末) @̂ *

主要分布在美国# 欧洲# 日本等国家

&地区'* 二战后在马歇尔计划推动下)

美国对西欧各国提供经济援助支持其战

后重建) 带动了国际资本与货物流动*

GMHL 年关贸总协定实施) 极大地促进了

国际贸易自由化* LD 年代美国# 欧洲#

日本纷纷放宽资本管制) 开启了跨境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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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流动的自由化* 同时技术进步有效降低了跨国间的运输# 通讯成本* 在政策和技术的共同作用下)

垂直化国际生产分工和中间品贸易逐渐兴起) @̂ *登上了经济全球化的舞台* 当时 @̂ *在区域上仍

以美国# 欧洲# 日本等国家 &地区' 为主) 全球化程度较为局限*

第二阶段是快速发展期) 为 CD 世纪 MD 年代初至 CDDL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 主要将新兴市场国家纳

入体系* CD 世纪 MD 年代) 随着关贸总协定升级为 O<8) 全球化开启了高速增长* 这波高峰中发达经

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呈井喷式发展) 对外投资建厂成为热潮) 由跨国公司驱动的直接投资 $编织% 了

@̂ *网络) 新兴经济体加入网络成为新的增长力量* 在此背景下) @̂ *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巨大发

展) 表现为价值链参与度不断提高) 长度快速延长* 中间品贸易超越最终产品) 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

主要组成部分* 本轮全球化进程中) 中国发展为世界工厂) 成为 @̂ *和国际贸易的中心之一*

第三阶段是发展停滞期) 自 CDDL 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 金融危机后) 全球贸易开放度难有显著

提高) 甚至出现下滑* 张继强等 &CDCD' 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 @̂ *指标来看各国在 @̂ *的参与度

也开始下行* 本阶段发展停滞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金融危机暴露了过去 CD 多年高速发展所累积的

经济社会问题) 特别是贫富差异# 人口# 债务等结构性矛盾) 激发了保护主义浪潮的兴起. 二是主要

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在产业链上的爬升) 中间品实现了广泛的国产替代) 使得国内生产活动取代

@̂ *生产. 三是美国# 欧洲# 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尝试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回流)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 *的参与程度*

&二' 全球价值链的分布特征

在全球产业链前 CD 年大发展阶段) 随着改革开放的中国主动融入全球产业链) 欧美等发达地区

的生产外移至低成本的中国) $欧美市场% 和 $中国制造% 实现了完美结合* 整体看全球化分工的具

体表现为" 发达国家消费# 新兴市场国家生产. 发达国家生产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产品# 新兴市场国

家生产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品* 根据 O+(9) T',` @(+A5 等 &CDGM' 的研究) 以中国# 美国# 德国为

主的三个生产中心逐步形成) 成功带动亚洲 &日本# 韩国# 东盟等经济体'# 美洲和欧洲区域制造业

的快速发展*

图&"!'+$%#$$'年全球贸易中商品和服务占比的动态变化

资料来源# O+(9) T',` @(+A5$

从行业分布看) 少数制造业领域集中了大部分 @̂ *) 不同行业的 @̂ *差异较大* 一些行业长期

深入嵌入 @̂ *) 并保持高增速) 例如基础工业) 需大量进口化学品# 基础金属# 橡胶# 石油等初级投

入品* 一些行业较早嵌入 @̂ *) 但近期

有退化倾向) 例如纺织品和皮革行业)

价值链不断集中) 目前中国成为最大生

产国) 且占据许多生产环节 &O+(9) T',`

@(+A5) CDGM'*

从行业结构看) @̂ *制造业比重较

大) 服务业发展迎头追赶* GMLD+CDDM

年) 运输# 旅游# 商业服务等服务业出

口总额在全球贸易中占比持平在 CDJ)

但在贸易增加值中的比例从 EGJ升至

HEJ &见图 E'* 在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英国和美国) 服务业贡献了出口附加值

的 KDJ以上* 即使是传统制造业出口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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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 也有超过 G"E 的出口附加值来自服务业* @̂ *发展不仅与制造业外包业务密切相关) 服务性

业务外包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许多美国制造商的后台办公室都设在印度 &O+(9) T',` @(+A5)

CDGM'*

从国家分布看) @̂ *整合向少数国家集中) 逐步形成美国# 中国# 德国三大生产中心* 各国参与

@̂ *的方式多元化) 根据贸易专注行业和创新能力) 各国参与方式可以分为四种主要类型" 提供原材

料# 参与初级制造业# 参与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 以及开展创新活动* 数据显示) 发达国家和大型新

兴国家主要参与复杂的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 @̂ *) 非洲# 中亚和拉丁美洲等地国家仍主要从事原材料

出口或初级制造业* 在参与度方面) 价值链扩张同时发生在全球和区域内) 不同区域间的差异较大*

东亚和欧洲进行区域内部价值链贸易较多) 北美则更多地参与全球一体化贸易合作* 欧洲是区域一体

化程度最高的区域) 其区域价值链整合程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 H 倍 &O+(9) T',` @(+A5) CDGM'*

三# 全球价值链对全球经济深刻影响

随着 @̂ *的发展) 通过全球化分工和国际贸易) 全球经济实现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

$互补式% 增长* @̂ *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 拉动经济潜在增速) 为全球经济协同增长立下汗马功

劳) 却也造成了分配# 就业# 供应链脆弱等结构性问题 &O+(9) T',` @(+A5) CDGM'*

&一' 全球价值链为全球经济体系带来巨大积极影响

图("./!对人均 .0,的积极影响

资料来源# O+(9) T',` @(+A5$

第一) 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

@̂ *充分调动全球范围内的闲置劳动

力) 增加了劳动和资本等要素投入)

从而拉动当地经济增长* 以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 & @RB' 累计变化衡量)

@̂ *的参与国均经历显著经济增长)

为世界削减贫困起到重要的作用 &见

图 H'* 张继强等 &CDCD ' 的研究认

为) 在 @̂ *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中)

最重要的机制是极大地提高了全球经

济效率* 一方面) @̂ *充分调动起全

球范围内的限制劳动力) 增加了劳动

和资本等要素投入. 另一方面) @̂ *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拉动全球经济潜在增速* 规模效率和科

技创新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两大成分) @̂ *对于这二者均存在显著的推动作用* 规模效率层面) 全球化

大生产通过开展垂直专业化的分工) 促进了企业规模的不断壮大) 跨国企业的发展提高了生产的规模

效率) 从而拉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科技创新层面) 全球化大生产至少从 E 个渠道促进了全球范围内

的科技创新" 一是全球化的资源配置降低了企业生产的成本) 同时为企业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市场) 从

而增加了企业利润) 企业可以进行更多的科研投入. 二是全球化使得各国可以开展专业化的生产和专

业化的人才培养) 有利于科研人员的成长. 三是全球化的环境导致了企业间更激烈的竞争) 而科研产

品可以获得全球化市场的收入加成) 激励机制也更加完善) 使得对创新的激励机制更加丰富) 有利于

促进科研创新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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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转型* @̂ *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活动中解放

出来) 投入生产率更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活动) 从而促进其结构转型* 张继强等 &CDCD' 认为) @̂ *

为参与其中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提供了全面而广泛的全球化红利* 在 @̂ *形成的过程中)

制造业由发达经济体转移至新兴市场经济体* 尤其是中国的加入) 为全球经济开启了高增长# 低通

胀# 低波动的稳定时代*

&二' 全球价值链存在负面影响& 新冠疫情凸显部分问题

图)"!'(*%#$##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比 !-"

资料来源# 万得 !O$,)"$

第一) 带来了分配# 就业不平衡

等结构性问题* 生产性工作被外包至

低技术低工资的国家) 压低制造业工

资水平的同时) 导致发达经济体出现

结构性失业* 此外) 逐渐加剧劳动力

市场不平等) 高技能工人的报酬越来

越高) 而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却停滞不

前* 张继强等 &CDCD' 认为) 发达经

济体 $去工业化% 行动下) 制造业空

心化现象较为严重) 进而出现结构性

失业的社会问题* 以美国为例) 从产

值看) 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RB比重

从 CD 世纪 FD 年代开始便一路下滑

&见图 K') 制造业提供的就业人数已经不到服务业的 G"K) 技术工人被迫寻求新的服务业岗位进行替

代甚至直接失业* 第二) 提高了生态环境成本* @̂ *涉及大量中间产品贸易) 随着规模扩张# 运输距

离增加) 导致环境成本上升* 货物包装产生更多废弃物) 在电子产品和塑料行业尤为突出* 伴随着生

产或能源补贴所导致的生产过剩) 自然资源承压* 第三) 增加了 @̂ *的脆弱性* 由于新冠疫情使得

全球各地经济陆续停摆) @̂ *的脆弱性凸显* 大量依赖全球 $及时生产系统% 运营的企业面临 $制

造业荒漠%# 供应链失灵# 生产与销售脱节的情况* 根据麦肯锡的报告显示) 受产业链断链影响的全

球商品贸易总值达到 CIM 万亿 [HIF 万亿美元的水平) 与 CDGL 年数据比较) 相当于全球货物贸易总额

的 GFJ [CFJ &=%d$,-2;) CDCD'* 供应链断链产生全球性系统风险) 对近期全球性通胀现象推波助

澜 &麦肯锡研究院) CDGM'*

四# 后疫情时代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趋势

近年) 西方保护主义崛起和国内分配失衡加剧) 叠加新冠疫情的暴发) 加速了 @̂ *重构趋势)

标志着以欧美为中心自由放任的全球化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时* 全球化红利已经见顶) 发展模式经历再

平衡) 预计经济低增长和结构性机会并存* 在经济治理# 科技进步# 可持续性发展三大趋势共同作用

下) 产业链# 供应链重组将是未来十年影响全球经济和投资最重要的变量*

&一' 全球化红利见顶& 全球价值链结构上呈现 '东升西降) 趋势

全球最终需求出现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市场的趋势) 经济模式也面临再平衡挑战* 以美国为首的

发达国家由消费向投资调整国内需求) 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由投资向消费调整国内需求* 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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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是对新发展模式的尝试) 必然是渐进和痛苦的) 预计经济低增长和结构性机会并存* 一方

面) 欧美经济体花费较长时间摆脱 CDDL 年全球金融危机) 长期增长率偏低) 市场扩张空间有限* 同

时) 欧美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水平也达到了天花板) 传统制造业布局全球的动力减弱 &>3*<6R)

CDCD'* 另一方面) 中国已于 CDGD 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经济发展重点也转向内需* 麦肯锡研究

院 &CDGM' 估计) 到 CDCK 年) 新兴市场将消耗全球近 C"E 的制成品. 到 CDED 年) 发展中国家将占全

球消费总量的 KDJ以上* 跨国企业天然地依赖于靠近市场# 就地生产的布局) 最终需求来源地的变

化) 将带来 @̂ *地理分布的转移*

&二' 全球价值链后疫情时代将出现重大重构

从地理上看) 主要国家对产业链自主可控的诉求) 或促使价值链由生产消费 $全球一条链%) 向

以消费市场为中心的 $多链区域化% 转变* 未来价值链布局将呈现以中国# 美国# 欧盟为中心 $三足

鼎立% 的区域化趋势) 产品之间的竞争或由企业之争演变为供应链之争*

从结构上看) @̂ *货物贸易增长放缓) 服务全球化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快速提升* 以制造业产品

全球生产分工为特征的传统全球化) 进入停滞期) 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全球化接近天花板. 而以

数字技术驱动的全链条全球化) 尤其是服务全球化正在快速提升* 过去 GD 年服务贸易增速已经超过

货物贸易) 例如) 电信和 P<服务# 商业服务和知识产权收费等增速高达 C [E 倍* 数字技术革命为服

务贸易的全球扩展提供可能* 例如) K@应用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 使得远程医疗# 远程手术

等跨境服务成为现实且成本不断降低* 服务全球化对收入分配和产业组织的影响) 比制造业分工更突

出) 因为数字化服务业边际成本极低) 消费者只选最好的供应者) $赢者通吃% 现象将更加显著* 另

外) 数字全球化令复杂产品的全球分工更加深入) 尤其是在前端的研发和设计) 以及后端的市场和客

户信息方面) 产品附加值的创造将更加集中于价值链两端 &>3*<6R) CDCD'*

&三' 跨国公司全球生产布局趋势

疫情冲击暴露了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的脆弱性) 许多国家和企业都面临生产中断# 供应链断链)

促使各国和企业重新审视 @̂ *风险* 产业链# 供应链重组已箭在弦上) 将是未来十年影响全球经济

和投资最重要的变量* >3*<6R &CDCD' 提出影响国际生产的三大趋势) 经济治理# 科技进步# 可持

续性发展* 这些趋势将潜移默化共同作用于全球生产活动) 实际影响需根据具体行业# 国家进行分

析* 以汽车产业为例) 未来十年的生产# 投资和 @̂ *或发生重大变化* 尤其是相关政策对行业影响

巨大) 一些国家已经制定至 CDED 年逐步淘汰内燃机汽车目标) 还有许多国家出台电动汽车购买激励

措施* 目前行业 @̂ *高度集中) 拥有复杂的原始设备制造商 &8Q=' 网络和在众多地方运营的多层

供应商* 向电动汽车的转变) 使汽车制造的附加值围绕电池和软件供应商集中) 供应商的地理分布范

围将大幅缩小) 会导致国际生产网络的整合和重组* 总体看) 确定性较高的变化包括对有形生产类资

产的投资减少# 价值链缩短# 附加值更加集中* 随着驱动国际生产因素的减弱) 发展中经济体吸引跨

国公司投资运营的机会将下降*

具体看) 在关键重要行业和长供应链产业) 跨国公司生产布局将出现本土化# 多元化# 复制化倾

向* 一是关键产业跨国公司制造环节有回流本土的压力* 各国政府强调 $自主可控%) 提升对民生以

及国家命脉战略产业的重视* 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生产) 可能出现部分跨国企业牺牲成本 $回流% 本

土) 以符合政府和社会期望* 行业包括重要原材料# 零配件# 医疗医药等* 二是为了避免类似疫情的

断链风险) 跨国公司自身产生供应链多元化和保持冗余的需要* 跨国公司对实时生产模式和基于效率

分散生产的态度变得保守) 企业有意愿保持必要的生产冗余) 配置上更加靠近国内) 多元化供应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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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最重要的替代* 例如) 尽管美国本土的制造业衰落) 实体回流不现实) 但可就近选择将生产转

向墨西哥等拉丁美洲国家 &地区'* 三是在新技术支持下) 邻近消费地的复制化制造布局成为跨国公

司的可选项* 增材制造或 ER打印的应用) 大幅降低制造成本) 制造环节也大幅整合) 减少了制造环

节的地理局限性* 生产复制化以新技术为支撑) 跨国公司将制造环节复制在消费地或附近) 并增强对

增值设计和协调网络的控制* 例如) 在欧美政府寻求供应链 $去中国化% 的大背景下) 有跨国企业选

择在东南亚就近设立工厂) 规避政策风险的同时) 贴近中国市场*

五# 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有关建议

粗放式的总量全球化已经见顶) 全球未来几年将处于低增速的转型期) 但新机遇也同时并存* 新

区域价值链的建立) 小型周边分布式的制造重构) 以及供应链多样化将产生许多结构性机会*

第一) 在制度环境上) 要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一方面) 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持续提升营

商环境的便利性# 公平性# 透明化和法治化水平* 有效降低市场主体准入成本) 减轻市场主体经营负

担) 降低市场主体办事成本) 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稳定市场主体政策预期* 对各类企业一视同

仁) 保证市场公平竞争) 优胜劣汰) 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另一方

面) 要提升利用外资质量和效率* 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推动制度型开放) 持续优化外资进

入流程) 完善外商投资制度) 进一步优化外贸外资企业经营环境) 减少外资外贸企业投资经营限制*

要充分利用外资对创新驱动和产业链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 引进外资时重点关注先进技术# 关键人

才# 经营模式等高端要素) 实现引资# 引技和引智有机结合) 引导优质外资发挥补链延链强链作用*

第二) 在产业政策上) 要把提升价值链安全稳定放到更重要的位置* 除了价值链自身发展带来的

稳定性) 合理有效的产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价值链安全稳定的重要决定因素* 要积极引导价值链各

环节根据区域要素比较优势进行空间布局* 一方面要加快培育专精特新企业* 特别是发挥其中 $链

主% 企业的关键作用) 打造一批创新能力强# 质量效益优的专精特新企业) 支撑全价值链各个环节衔

接融合* 另一方面要在中观上积极打造特色产业集群* 以链主企业和重大项目为引领) 吸引价值链上

下游形成协同创新联合体) 加强区域间产业发展规划对接) 打造分工有序# 优势互补的产业集群*

第三) 在产业发展上) 要提升科技创新水平) 赋能价值链升级* 科技创新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源泉

和动力) 科技创新能力是决定各国在 @̂ *位置的关键因素* 只有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水平) 实现经济

增长模式由要素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才能有效赋能价值链升级) 形成在 @̂ *中的优势乃

至主导地位* 要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 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 夯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根基* 要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加快建立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要有效引导企业参与国

家重大创新) 承担科技创新重任) 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规模) 为企业开展基础研究提供政策支撑和资

源保障* 让各类企业实现科技赋能价值链) 提升在 @̂ *中的话语权*

第四) 在跨境金融上) 推动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积极支持龙头企业强化在 @̂ *中的布局* 要

积极支持相关行业的龙头企业 $走出去%) 依托背靠中国的独特优势) 不断完善产业链配套) 努力成

为 @̂ *中的 $链主% 企业) 在 @̂ *体系中发挥更大更关键更核心的作用) 进一步打造海外资产新的

增长点* 同时) 通过对外投资合作) 向被投资国家和地区输出中国优势技术# 劳动力和资金) 带动当

地居民改善就业情况) 推动当地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 并实现与被投资国家和地区互惠互利的更

广泛合作* 只有不断优化对外投资结构和完善中国海外资产布局) 才能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 提升价值链体系的韧性和主动权) 从容面对各种复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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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在趋势研判上) 要加大对 @̂ *的前瞻性研究* @̂ *是连接不同行业# 国家的复杂跨国网

络关系* 未来趋势性变量较多) 各方面的影响因素也不是线性逻辑下的简单外推) 再加上传统贸易数

据和投入产出表数据缺乏即时性) 因此对 @̂ *的研究必须做到一定的前瞻性* 要进一步鼓励科研单

位和有关企业加大对 @̂ *的前瞻性研究) 积极提出具有公共品属性的政策建议) 建立各方参与的沟

通渠道) 在 @̂ *重构领域为政府确定公共政策# 企业选定经营方向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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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促贸援助助推非洲发展!

成效" 挑战与合作路径分析!

宋!微!尹浩然

!!摘要$ 贸易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促贸援助则是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支持& 帮助发展中国家疏

通与贸易有关的障碍& 解锁发展瓶颈从而释放经济增长的潜能$ 面对新冠疫情及各种发展挑战& 中国通过

促贸援助支持非洲的疫后恢复与经济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 中国通过提供促贸援助& 积极促进非洲

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 提升其贸易自主发展能力& 带动中非贸易持续健康发展$ 但是中国对非促贸援助也

面临着体制机制建设不够完善( 缺乏战略统筹等挑战$ 展望未来& 中国需进一步发挥促贸援助的战略性与

政策性& 通过将对非促贸援助进一步对接 '一带一路) 倡议( 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等方式& 提升非洲的贸

易发展基础和能力& 为非洲的经济发展以及中非的经贸合作升级创造条件$

关键词$ 促贸援助!非洲自贸区!一带一路!中非合作

作者简介$ 宋!微&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尹浩然&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干部$

!!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导致全球经济衰退) 对于经济发展薄弱的非洲地区影响更为巨大* 发展经

济学的基本假设是推动增长要满足两个基本要素" 一是增加生产要素投入) 二是提升资源配置的效

率* 后疫情时代)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支持的意愿和能力双重受限) 因此) 将有限的发展

资金向促贸援助倾斜) 通过技术和资金支持非洲国家的贸易发展能力) 以贸易手段实现资源的最优配

置) 是支持非洲疫后复苏# 推动中非 $一带一路% 合作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式*

一# 促贸援助的发展效应

CDDK 年 GC 月) 世贸组织 &O<8' 在中国香港召开的第六次部长级会议上提出 $促贸援助倡议%)

旨在提升国际社会对于贸易促进发展的认识) 并在此基础上寻求调动资源以解决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

最不发达国家与贸易相关的限制因素* 自 $贸易援助倡议% 启动以来) 向经合组织 &8Q*R' 债权人

报告系统 &*#4' 报告其官方发展援助 &8R6' 的约 FD 个捐助国共提供了 KKFH 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

助) 用于支持与贸易相关的基础设施与能力建设) 非洲一直以来是促贸援助资金的主要流向地区*

!!&(!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对外援助促进中非共建 0一带一路( 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CGT@/DEE'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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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年全球促贸援助资金流向

数据来源# 8Q*R',) O<8' 6$) :+(<(')2'.'

@9',%2CDCC# Q\5+a2($,] *+,,2%.2)' 4A-.'$,'192

<(')2' BIEL$

注# 图中的 )未指明的发展中国家* 一般指

跨区域项目$

CDCD 年全球的促贸援助资金达到 HLN 亿美元) 非洲接受

援助的资金占比达到 ELJ) 为最大的资金接收方 &见图

G'* 促贸援助在受到国际社会愈加重视的同时) 也越来

越被当作促进发展中国家贸易多元化# 提高竞争力的重

要政策工具*

&一' 促贸援助的有效性

结合 8Q*R对促贸援助的定义和分类)

! 促贸援助主

要是通过对受援国进行经济基础设施援建# 生产部门援助

以及贸易政策调整援助等形式来帮助受援国改善贸易环

境# 降低贸易成本以及推动出口多样化* 对于促贸援助是

否有效) 学术界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进行了论证及检验*

目前学术界运用多种方式分析促贸援助与受援国经

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虽然促贸援助的效果可能因实施方

式# 援助重点以及受援国的位置和收入水平等而产生较

大的差异) 但整体而言) 促贸援助在推动受援国经济增

长与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赫布尔等 & X29192

2.'97)CDGC' 以贸易总量作为援助有效性测度指标) 发现援助每增加 GJ) 可使全球贸易增加 LIGL 亿

美元. 格昂南 &@,',],+,) CDGM' 利用 CDDC+CDGK 年 GDH 个受援国数据采用系统 @==估计方法) 证

明了促贸援助能有效促进受援国的出口多样性. 中国学者刘恩专和路璐 &CDCG' 利用 CDDL+CDGN 年

双边出口面板数据基于扩展引力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 发现 8Q*R发展援助委员会国家对 $一带一

路% 沿线国家整体援助显著增加了受援国的出口. 朱丹丹和黄梅波 &CDGL' 基于中国对非洲 GF 个受

援国 CDDD+CDGG 年援助的面板数据) 采用两步回归法) 得出中国对非的促贸援助显著促进了非洲国

家经济增长* 在发展实践层面) 促贸援助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受援国的认可*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

&>3Q*6' 认为) 非洲国家# 区域经济共同体以及非洲联盟正在将促贸援助视为提高非洲贸易能力以

及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手段*

" 在 CDGM 年 8Q*R与 O<8的联合监测和评估工作中) 进行了一

项以自我评估问卷为基础的工作* 问卷要求援助国# 南南合作伙伴国# 区域组织等就经济多元化# 出

口多元化以及经济赋权等提供相关信息) 在对调查作出回复的 LL 个国家中) 有 HN 个国家 &占比达

KEJ' 表示自 CDDF 年启动促贸援助以来) 经济多样化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其中非洲国家占比最

高) 有 NGJ的非洲受访国家报道了经济多样化的进展* 绝大部分受援国和援助方均表示) 自启动贸易

援助以来) 农业是经济多元化进展最大的部门*

#

&二' 对非促贸援助的必要性

非洲的贸易发展水平远低于世界其他地区* 虽然非洲的商品和服务贸易从 CDDK 年到新冠疫情暴

发前的 CDGM 年逐渐上升) 但其全球份额仅为 EJ左右.

$ 在区域内部贸易中) >3Q*6的数据显示) 非

!!&)!

!

"

#

$

为了更好衡量促贸援助的影响) 8Q*R将促贸援助活动主要分为以下五类) 即贸易政策和法规的技术援助# 经济基础设施援助# 生

产能力建设援助# 贸易相关调整援助以及其他与贸易有关需求的援助*

>3Q*6) 8, QS'9A'.$,]6$) :+(<(')2$, 6:($%') &..5-" ""aaaIa.+I+(]"2,]9$-&".('.+5f 2"")2S29f 2"'H.f 2"à-&+5f gA9;GDf 2"A,2%'

f 2I5):7

8Q*R) 6$) :+(<(')2'.'@9',%2CDGM" Q%+,+\$%R$S2(-$:$%'.$+, ',) Q\5+a2(\2,.) CDGM7

O<8) 4.(2,].&2,$,]6:($%'( -*'5'%$.;.+<(')2) CDC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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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区域内贸易仅占其贸易总额的 GFJ左右) 远低于世界其他区域*

! 非洲大陆高额的贸易成本和不利

的商业环境是阻碍其贸易发展的主要障碍) 非洲由于过境延误而造成的运输成本平均占非洲货物成本

的 GKJ [CDJ) 从而使非洲内部贸易的成本比来自发达国家的商品成本增加 E [H 倍*

"

O<8首位非

洲籍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维拉 &3]+?$8̀+,g+VPa2'9'' 曾表示) 糟糕的物流和基础设施是非洲

实现开放# 自由和公平贸易面临的重要威胁) 显而易见) 好的物流和基础设施能够支持非洲大陆

贸易*

#

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加剧了非洲区域贸易发展挑战* 边境关闭# 运输中断等给世界贸易带来了灾

难性影响) 而这对于经济结构较为单一的非洲国家而言影响更甚* CDCD 年) 非洲国家的商品贸易和服

务贸易分别下降 GNJ和 EEJ) 各种问题叠加最终致使非洲出口在 CDCD 年仅占全球出口的 CJ.

$ 而且

疫情期间) 佛得角# 毛里求斯和塞舌尔等严重依赖旅游业的经济体也因为异常疲弱的国际旅游业) 导

致国内经济面临巨大困难* CDCC 年) 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对非洲发展的挑战* 根据非洲开发银行

的数据) 非洲国家每年要进口 G 亿多吨谷物) 花费超过 NKD 亿美元* CDCD 年) GK 个非洲国家 KDJ以

上的小麦产品从俄罗斯或乌克兰进口) 其中 F 个国家 &厄立特里亚# 埃及# 贝宁# 苏丹# 吉布提和坦

桑尼亚' NDJ以上的小麦从俄乌两国进口*

% 乌克兰危机不仅将导致非洲大陆出现约 EDDD 万吨谷物的

短缺) 而且战争对运输成本和消费品成本的间接影响) 使得全球粮食和化肥价格急剧上涨) 进一步加

剧了非洲的发展困境*

后疫情时期) 在稳步控制非洲疫情的前提下) 必需着力恢复非洲地区的贸易* 而其贸易的直接增

长) 无论是对于直接扩大出口# 拉动国内经济的增长) 还是间接带动就业# 提高融资水平以及缓解债

务负担等) 都具有重要意义* 这不仅需要非洲国家制定更为大胆的改革议程) 加强国内建设) 也需要

国际社会加大对非洲的促贸援助力度) 帮助非洲解锁制约贸易发展的瓶颈) 从而激发非洲贸易发展活

力) 为实现经济复苏与发展奠定基石*

二# 中国对非促贸援助的发展成效

近年来) 中国稳步推进对非促贸援助) 根据国内市场需求) 不断扩大进口非洲产品) 直接推动非

洲对华出口增长) 而且支持非洲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出口竞争力*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 中国在推动自

身复工复产的基础上) 积极对非进行物资和医疗援助) 帮助非洲国家控制疫情的蔓延* 为减轻非洲国

家的发展负担) 中国在对非洲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的同时) 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 &@CD' 发起的 $暂缓

债务偿付倡议% &R44P')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最新研究成果显示) 中国积极参与

R44P) 贡献的缓债额度高达 FEJ*

!!&*!

!

"

#

$

%

王小鹏" ,新华国际时评" 自贸区开启非洲发展机遇之窗- ) 人民网) CDGM 年 K 月 ED 日) &..5" ""a+(9)752+5927%+\7%,",G"

CDGM "DKED "%GDDC VEGGGGFKL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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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Q*R',) O<8) 6$) :+(<(')2'.'@9',%2CDCC" Q\5+a2($,]*+,,2%.2)) 4A-.'$,'192<(')2) CDC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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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促进非洲国家贸易便利化

中国近些年来开展了许多切实的行动) 不仅直接推动了非洲国家对华出口的增长) 而且帮助改善

了制约非洲贸易发展的许多基础性问题* 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 中国援建的经济基础设施发挥了巨

大作用) 极大保障了疫情期间非洲国家的互联互通*

一是直接扩大对非进口) 扩大中非贸易规模* 中国自 CDDM 年起一直是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

CDCC 年中非贸易额已达到 CLCD 亿美元*

! 为推动非洲的经济发展) 中国给非洲 EE 个最不发达国家

MNJ输华产品提供了零关税待遇* CDCG 年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 中国宣布力争未来 E

年从非洲进口总额达到 EDDD 亿美元) 并为非洲农产品输华建立绿色通道# 加快推动检疫准入程序等)

进一步推动中非贸易发展*

二是通过搭建并支持非洲参加一系列促贸平台) 帮助非洲国家寻找市场* 如) 湖南省在自贸试验

区设立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 推动非洲可可# 咖啡# 坚果等非资源性产品集散交易加工中心建

设* CDGM 年中国在长沙启动了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 在 CDCE 年召开的第三届中非经贸博览会上)

来自 CM 个非洲国家的近 GFDD 类商品参展) 签约金额达 GDE 亿美元*

" 此外) 中国还积极邀请非洲国

家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并通过免除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参展费用等方

式) 帮助非洲产品更好进入中国市场* CDCG 年 GG 月) 中非双方共同制定了 ,中非合作 CDEK 年愿景-)

并将 $九项工程% 确立为首个三年规划的内容* 自此未来 E 年) 中国将继续支持各类金融机构按照市

场化原则提供 GDD 亿美元短期贸易融资额度) 用于支持非洲出口*

三是帮助非洲国家改善贸易基础设施) 推进贸易流通现代化* 在推动非洲国家交通互联互通方

面) 中国在 $一带一路% 框架下) 通过多种方式同非洲国家开展合作) 帮助非洲国家提升基础设施水

平) 为非洲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通过援建铁路# 公路# 机场# 桥梁以及港口等交通基础设

施) 中国帮助非洲搭建了贸易发展的基础* 为了促进非洲的数字贸易发展) 中国积极帮助非洲建设宽

带和光纤网络) 提高了非洲国家的网络可及性. 与此同时) 中国还通过为非洲国家援建数据中心# 智

慧城市等方式) 切实帮助非洲国家缩小数字鸿沟* 非盟委员会前副主席伊拉斯塔斯!姆文查 &Q('-.A-

=a2,%&'' 表示) 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在内的 $一带一路% 项目持续开展) 促进了互联互通和无

缝贸易) 已经改变了非洲面貌) 也改变了非洲普通百姓的生活*

#

四是疫情期间保障基础设施正常运营) 畅通货物运输通道* 新冠疫情期间) 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

司 &中国公司' 积极保障货物运输) 持续运送进出口商品* 在肯尼亚主要城市和公路都被封锁的情况

下) 到港货物通过标轨铁路运输) 为肯尼亚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此外) 由中国援建的连接埃塞俄比亚

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和其邻国吉布提港口的亚吉铁路) 是非洲大陆的第一条跨国电气化铁路* 新冠疫情

发生以来) 中国的运维联合团队坚守岗位) 努力克服疫情所带来的困难) 保障了货物运输通道的畅

通) 使亚吉铁路在疫情中发挥了 $运输生命线% 的作用) 共开行货运列车 KLL 列) 运送集装箱 EILH

万个) 发送货物 NE 万吨* 此外) 亚吉铁路在疫情期间又开启了冷链运输服务) 为埃塞俄比亚的农产

品运往海外打开了通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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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罗珊珊" ,互惠互利) 中非经贸合作成果丰硕- ) 百家号) CDCE 年 F 月 CN 日) &..5-" ""\7.&25'52(7%,"1'$g$'&'+f CEFEMGHN*

洪克非" ,第三届中非经贸博览会项目签约金额 GDE 亿美元- ) 百家号) CDCE 年 N 月 F 日) &..5-" ""1'$g$'&'+71'$)A7%+\"-/ $)

hGNNDFEFDMMEMHFCDMNFia:(h-5$)2(i:+(h5%*

马欣然# 张宇琪# 白舸" ,非洲国家共享 $一带一路% 数字经济红利- ) 一带一路网) CDCC 年 E 月 EG 日) &..5-" ""aaa7;$)'$;j

$9A7]+S7%,"5"CEGFCN7&.\9*

戴军" ,亚吉铁路" 在疫情中提速的繁荣之路- ) 百家号) CDCD 年 M 月 CD 日) &..5-" ""1'$g$'&'+71'$)A7%+\"-/ $) hGFNLCMLDC

FGEKKHECDDia:(h-5$)2(i:+(h5%*



'(') 年 第 * 期

&二' 提升非洲国家贸易发展能力

为推动非洲国家提升贸易发展能力) 中国积极与相关国家进行贸易政策协调对接) 并帮助多个国

家开展贸易能力建设) 积极帮助非洲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更好融入多边贸易体制之中*

一是中国政府通过开展 O<8项下的援助最不发达国家加入 O<8的中国项目 &简称 $中国项

目%') 提升非洲国家的贸易谈判能力* CDGG 年 N 月) 中国与 O<8秘书处签署了中国项目的谅解备忘

录* 依据该谅解备忘录) 中国每年向 O<8出资 KD 万美元) 设立中国项目* 该项目主要涵盖五方面的

内容" 支持实习项目) 举办中国项目圆桌会) 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参加 O<8重要会议) 支持最不发达

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南南对话) 以及支持最不发达国家贸易政策审议后续研讨会*

二是通过举办贸易相关研修培训项目) 提升非洲国家的贸易发展能力* 中国积极举办一系列贸易

研修班) 帮助有需要的非洲国家学习中国贸易发展方面的重要经验以及前沿的经贸知识* 此外) 中国

还重视对非洲的职业教育) 通过在非洲国家建设 $鲁班工坊%) 结合非洲当地经济发展# 资源产业等

多方面情况) 开设多门课程) 配合中国企业 $走出去% 以及开展国际产能合作* 从技术标准到实训设

备) 非洲鲁班工坊已建立起从中职学校到高等院校) 从技能培训到学历教育全覆盖的职业教育国际合

作体系* 专业化和多层次的培训体系) 无疑将大幅推动非洲国家相关行业的发展) 提升综合竞争力*

专业化人才也将为非洲更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发挥巨大作用*

三# 中国对非促贸援助面临的挑战

当前全球经济普遍低迷) 非洲国家需要更大力度的发展支持) 在对非援助规模无法迅速增加的背

景下) 需要充分发挥促贸援助的发展效应* 作为对外援助的重要方式) 中国的促贸援助仍需要加强顶

层设计和战略统筹*

一方面在促贸援助体制机制建设方面还有待完善* 虽然中国通过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促贸援助

实践) 在非洲的贸易便利化与贸易发展能力等方面提供了有效援助* 但由于促贸援助的体制机制建设

尚未完善) 在对非促贸援助过程中) 促贸实践的碎片化现象仍十分严重) 种类繁多的对非促贸援助措

施缺乏系统统筹* 促贸援助作为一项重要的援助手段并没有完善的促贸援助制度机制保障与政策指

导* 而且) 贸易正不可避免地与环境# 可持续发展挂钩) 与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价值链的连接紧密

联系) 因此需要中国进一步完善促贸援助的体制机制) 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援助模式提升综合效应*

另一方面) 促贸援助与对非战略之间有待紧密结合* 增加援外的综合效应决定了要把援外纳入中

国对外战略的大范畴下去审视) 需要对外援助与 $一带一路% 倡议等同向发力# 协同增效* 在开展促

贸援助实践中) 需要进一步发挥援外的战略性与政策导向性) 通过帮助相关国家改善贸易条件# 提升

贸易发展能力) 为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间实现贸易畅通夯实根基) 为加强中非标准相通创造条件)

为推动中非产业链供应链相融奠定基础) 为帮助相关国家落实 CDED 年可持续发展倡议贡献中国方案* 同

时) 面对单边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疫情影响) 非洲对于外部发展资金的需求进一步攀升) 单纯靠中

国增加促贸援助的资金与规模并不现实* 因此) 这无疑需要进一步协调资源) 高质量落实对外援助举措*

四# 提升对非促贸援助效能的路径

促贸援助作为解锁非洲贸易能力的发展援助工具) 对推动非洲自主发展的重要作用尤为凸显* 因

此) 在接下来的促贸援助中) 中国在进一步健全促贸援助制度机制# 加强政策规划水平的同时) 也要

提升与对外战略实施的配合度) 进一步推动中非双方共建 $一带一路% 的高质量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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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提高促贸援助与 $一带一路% 倡议的配合度* 非洲是共建 $一带一路% 重要方向之一) 共

建 $一带一路% 成为中非合作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 但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在非的 $一带一路% 项

目大多以国家贷款为支撑) 融资渠道相对单一) 面临着财务与融资可持续性的问题* 与此同时) 美西

方国家相继提出明显与 $一带一路% 具有竞争色彩的对非战略* 在此背景下) 应进一步发挥对外援助

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支撑作用* 一方面) 应进一步发挥援外资金的先导性作用* 通过帮助相关

国家改善贸易条件) 特别是援建制约部分国家贸易发展所急需的经济基础设施) 充分发挥示范效应)

并以此进一步撬动中非共建 $一带一路% 项目的发展以及其对市场资金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 在针对

非洲国家官员的促贸培训以及政策协调上) 要进一步提升参加培训人员对共建 $一带一路% 的认知与

了解) 深化政策沟通) 提高其将自身发展战略与 $一带一路% 对接的意愿与水平*

二是以促贸援助推动非洲自贸区的建设) 积极探索建立中非自贸区* CDCG 年 G 月 G 日非洲大陆自

贸区正式启动) 自贸区建设将为后疫情时代推动非洲经济恢复注入动力) 推动相关国家间的贸易发

展) 从而加速非洲的工业化发展进程* 与此同时) 一些非洲国家将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确定为其贸易

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中国在自贸区的建设上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可在此方面对非进行积极的经验

共享) 支持非洲贸易便利化和经济一体化建设* 与此同时) 中国可以与非洲国家大胆探索建立中非自

贸区) 以大力度的促贸援助为中非自贸区的建设扫清障碍*

三是通过促贸援助推动 $丝路电商% 在非洲的拓展* 新冠疫情凸显出非洲国家进行数字化转型的

迫切性* ,非洲自贸区元年报告- 指出) 非洲面临着加速发展电子商务# 推进数字经济以及第四次工

业革命的机遇* 然而) 非洲的数字经济发展除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的刚性约束外) 同样在监管框

架# 连接的可负担性以及数字技能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基于此) 在加大对通信基础设施的援助

力度的基础上) 中国促贸援助的重点应进一步向协助非洲国家规划电商发展方面倾斜* 借助中国在电

商发展方面的充足经验) 加强在非洲的模式创新与治理经验分享) 推动中国企业与非洲国家的深度合

作* 从而通过促贸援助拓展丝路电商在非洲的布局) 进而加强双方在数字治理规则上的合作*

四是通过促贸援助进一步支持中非经贸合作区和产业园区的建设* 在中国与东道国政府的支持

下) 中国企业在非洲已经开拓了数十个合作区) 并吸引许多中外企业入驻* 但是由于东道国政府的治

理水平有限) 在水# 电等基础设施的配套以及园区的综合管理方面往往无法如期履行* 因此) 需要借

助促贸援助) 为园区提供政策保障和技术援助) 支持园区的整体规划以及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园区规

模扩大以及预期效应达成) 从而吸引更多中外企业入驻* 与此同时) 通过支持中非经贸合作区和产业

园区建设) 积极引导中非产能合作与标准对接) 在拉动非洲对华出口# 提升非洲市场能力的基础上)

增强中非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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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企业海外经营
合规问题及应对分析!

王玉婧!魏!超

!!摘要$ 合规经营是企业国际化运营的最高级阶段& 企业进行海外经营时& 必须遵守国际相关法律规定

和惯例& 履行社会责任& 才能实现经济( 社会和环境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本文基于对海外经营合规的内涵

和国际社会合规性规定的阐释& 具体分析民营企业海外经营遭遇的合规问题$ 随着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进

程的加速& 在以出口贸易( 工程承包( 对外直接投资( 海外制造等方式 '走出去) 时& 遭遇的海外经营合

规风险主要体现在科技型企业市场准入限制( 劳工权益保护合规问题( 上市公司数据信息造假( 反腐败和

商业伦理( 数据安全保护以及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贸易新业态合规经营风险等方面$ 根据分析& 本文提出

评估海外风险( 突破知识产权壁垒( 健全合规体系以及加强监管等对策措施$

关键词$ 民营企业!海外经营!合规经营

作者简介$ 王玉婧& 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魏!超& 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国际商务专业硕士研究生$

!!企业进行对外贸易或者海外投资# 工程承包等国际经贸活动时) 合规成为其进入海外市场的入场

券* 企业合规经营是企业国际化的最高级阶段) 亦是海外运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 中国企业海外

经营遇到的合规问题主要体现在市场准入限制# 劳动权力保护# 国家安全审查# 反商业贿赂反腐败#

贸易管制# 数据和隐私保护以及外汇管制和税务审核等方面* 从企业性质看) 股份合作企业# 集体企

业和港澳台资企业# 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均遭遇过合规问题* 近年来) 以中兴# 华为# 抖音海外版

&<$̀<+̀' 等为代表的民营企业也遇到各种各样的合规问题) 自 CDGL 年以来) 奇虎 EFD# 科大讯飞#

海康威视# 云从科技等知名公司均受到过有关实体清单# 投资审查等方面的限制* CDCE 年 E 月) <$̀j

<+̀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听证会) 回应来自美国议员提出的 $国

家安全% 等问题) 这进一步引起了对民营企业海外经营中业务合规问题的讨论*

一# 企业海外经营合规问题研究现状

目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企业海外经营合规问题进行分析)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合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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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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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经营风险与应对分析* 丁继华 &CDGM' 指出中资企业境外经营面对的合规性风险依然严峻) 因海外

经营不合规导致的处罚事件时有发生) 涉及行业领域也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尽管企业境外合规管理体

系正在完善) 中资企业境外经营依然存在合规意识不强# 合规管理体系建设进展较慢# 合规管理能力

相对薄弱等问题* 孙文斌 &CDGL' 针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中当地不正当竞争和

劳工风险进行分析* 也有基于具体行业或相关数据探讨企业遭遇合规问题的研究) 认为企业在海外经

营过程中) 存在海外维权成本高# 专利许可谈判处于弱势地位#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意识薄弱) 以及中

小企业应对能力有限等问题 &魏雅丽等) CDCC '* 在合规性风险应对和管理层面) 李斐和杨枝煌

&CDGL' 提出海外投资企业要从企业自身规章与文化# 国家法律法规# 东道国政策与标准# 国际组织

规定# 发达国家法规等五方面着手遵守合规经营* 黄胜忠和龚婷婷 &CDGL' 从企业内外部环境出发)

认为合规管理是保护企业资产安全的有效手段) 是建立健全治理环境所必不可少的要素* 郝惠星

&CDCC' 强调利用信息化技术降低企业合规管理成本) 强化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保障*

其次) 研究海外经营时遇到的反腐败有关的商业伦理和社会责任问题* 如) 分析中央企业海外经

营的外部竞争环境会通过促进价值链延伸驱动其履行社会责任) 对于海外合规性经营向企业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祝继高等) CDGM') 而且应重视进入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等发展中国家市场时的腐败风

险 &苑生龙) CDGL'* 有学者认为) 跨国经营中的合规问题主要集中在反对商业贿赂反腐败领域) 合

规不仅包括遵守法律法规) 还要遵守商业伦理守则* 坚持诚信原则和道德行为准则) 遏制商业贿赂)

强化合规经营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彭申映) CDCE'* 有些 $走出去% 的企业) 对投资环境的腐

败程度# 东道国反腐败法律的变化以及与中国相关法律的差异等不敏感 &吕彬彬) CDGM') 为此要构

建企业内部反腐败程序等内控措施* 国外学者对企业海外经营中的腐败和不公平问题亦有关注) 主张

让企业参与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 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增进与当地民众和政府的沟通 &/A9$2..2

T2,,2..) CDDC'*

最后) 关于贸易新业态跨境电商经营中的合规问题) 学界目前处于探索阶段) 查贵勇 &CDCG' 深

入分析了中国跨境电商出口中的海外仓经营# 支付# 知识产权合规等风险的具体表现* 跨境电商 TCT

出口模式为中小跨境电商企业提供了更多的便利选择) 冯晓鹏 &CDCG' 分析其潜在合规性风险并提出

跨境电商企业要明确主体资格符合监管要求# 充分研究不同出口模式的利弊和注重做好海关查验风险

及知识产权风险的防范* 面对欧美国家征收数字税# 强化数据监管等可能增加跨境电商合规成本的挑

战) 周弈和朱元甲 &CDCE' 提出设立自由开放度更高的跨境电商协定# 数据监管规范和数字经济规则

等可持续发展措施*

从目前研究看) 学术界专门研究企业海外经营合规问题的文献不是很多) 针对民营企业在从事贸

易# 投资等跨境业务时遇到合规问题的分析和应对的研究相对较少*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梳理国际组

织和有关国家海外合规的规定) 通过对民营企业在海外经营中合规问题案例的整理和归纳) 指出民营

企业国际化进程中存在对合规管理认识不足# 合规管理机构不健全和制度不完善等问题) 并提出针对

性的应对措施方案*

二# 企业海外经营合规的内涵及合规性规定

&一' 企业海外经营合规的内涵

企业经营合规有狭义和广义之说* 狭义的合规指企业不能违背商业道德或者商业伦理进行经营.

!!'%!



'(') 年 第 * 期

广义的企业经营合规是指企业在国内外经营活动中) 遵守法律# 各种规章制度和商业道德规范与职业

准则* 本文论述的是广义的企业经营合规) 企业在海外经营合规方面涵盖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 法律合规* 海外经营合规要求企业了解并遵守国际# 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 确保其经营

行为合法合规* 包括劳动法# 环境法# 知识产权法# 反倾销法# 反补贴法# 反腐败法等* 第二) 数据

和技术合规* 随着数字化和技术的快速发展) 海外经营合规还涉及数据# 隐私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等

方面的合规要求) 企业需要确保数据和技术资产合法使用并得到合理保护* 第三) 反腐败和商业道德

合规* 海外经营合规要求企业防范和反对贿赂# 腐败行为以及其他违反商业道德原则的行为* 企业需

要建立有效的反腐败机制和合规政策) 培养员工的商业道德观念) 确保诚信经营* 第四) 文化适应与

跨文化管理合规* 海外经营合规要求企业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适应和尊重东道国的商业文化和行

为规范* 企业需要培养跨文化意识和能力) 了解文化差异并遵循东道国风俗习惯) 以促进与东道国上

下游企业的有效沟通和合作* 第五) 人权与劳工权益合规* 海外经营合规要求企业尊重和保护当地社

区与员工的人权及劳工权益* 包括工作条件合理) 福利待遇符合法律要求) 以及禁止强迫劳动和儿童

劳动等* 企业需要制定和实施符合国际标准的劳动人权政策) 确保员工的权益得到合理保护* 第六)

风险管理合规* 海外经营合规要求企业识别# 评估和管理在海外市场中面临的政治# 经济# 法律和运

营等各个方面的风险* 企业需要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 采取适当的风险防控和应对措施) 以确保

商业运营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二' 企业经营合规的分类规定

合规是企业参与全球化进程和国际竞争的重要条件* 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在贸易# 投资和反商业

贿赂反腐败等领域) 设立了一系列制度和准则*

G7与贸易管制和标准相关的合规性规定* 世界贸易组织 &O<8' 的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 和

,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的协议- 是对技术性贸易措施和农产品动植物制定的最重要的国际规则)

同时国际标准化组织 &P48' 标准被广泛认可并在技术性贸易措施中发挥指导作用* O<8的 ,反倾销

协议- 和 ,反补贴协议-) 被视为促进公平贸易的法律原则* 基于此) 美国在其 ,贸易救济法- 中对

于补贴和反补贴进行了详细规定) 欧盟制定了 ,欧盟反补贴法规-) 印度在其 ,关税法- 中对反倾销

规则和反补贴规则单行立法) 并设立了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局负责具体的调查和程序管理* 此外) 发

达国家还就某些高科技技术产业和敏感行业的产品出口采取管制措施*

C7与遵守商业伦理和反腐败有关的合规规定* 从国际组织看) O<8# 世界银行# 国际商会等均

设置了从事对外贸易活动# 对外投资的标准和规定以及相应的争端解决和仲裁机构) 世界银行发布了

,诚信合规指南摘要-) 亚太经合组织颁布了 ,高效率公司合规项目基本要素-) 经合组织有 ,关于进

一步打击国际商业交往中贿赂外国官员的规定- ,跨国公司行为准则- ,最佳实践指南" 内控# 道德

与合规-) 联合国制定了 ,联合国反腐败条约- 以及 ,欧盟刑法反腐败公约- 等* 就国家而言) 美国

出台的 ,海外反腐败法- ,境外账户纳税合规法案- 和英国的 ,反贿赂法-) 成为全球类似规定中反

腐力度最强的法案* 近年来) 在 $双碳% 目标之下) 企业遵守商业道德) 履行社会责任) 扩展到可持

续环境# 社会和公司治理合规理念) 欧盟相继颁布了 ,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 ,欧洲供应链

法- 等法规*

E7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合规规定* 在劳动者就业和各项权益保护方面) 联合国通过了 ,经济# 社

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和由工商企业问题代表发布的 ,工商业与人权" 实施联合国保护# 尊重和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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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框架指导原则-) 国际劳工组织 &PY8' 颁布了 ,国际劳工公约-) 在基本权利# 社会保障# 工作条

件和劳动管理等诸多方面约束成员国的雇佣劳工行为) 要求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尊重保护劳动权利# 公

正工资# 工作环境安全等权利* 此外) 联合国 ,儿童权利公约- 和PY8的 ,国际劳工公约- 严格禁止

雇佣童工和未成年工*

H7保护数据安全的规定* $互联网 U%# 数字化的无国界特征) 推动了人类社会向移动信息化和

数字化发展) 个人信息# 数据跨境流动不可避免) 因此国际社会上关于数据信息流动和安全保护的条

例规定相继出台) 包括欧洲的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英国的 ,英国数据保护法案-# 加拿大的 ,个

人信息保护和电子文件法-# 巴西的 ,通用数据保护法- 等保护数据隐私的法律法规* 此外) 从国家

安全层面看) 发达国家中) 美国有关保护国家安全的合规规定最多) 如 ,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国

际武器贸易条例- ,武器出口管制法- 等*

三# 中国民营企业海外经营遇到的合规问题分析

企业通常以出口# 代理# 绿地直接投资# 并购或海外生产等模式走向国际市场) 民营企业在组织

架构# 企业实力与经验# 运营与营销# 风险防范体系以及预警和律师团队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 加

之不熟悉国际惯例和目标市场的法律法规以及商业惯例) 容易出现海外经营中违反合规规定的情形*

&一' 市场准入层面的问题

市场准入要求有一定的合理性) 其内涵比较复杂) 而且动态发展) 表现形式多样) 既可以是国际

或区域性协议# 国家法令规定# 要求和指南) 也可以是行业组织或者非政府组织的自愿性措施) 从产

品制造标准蔓延到包括包装# 消费和再利用的整个产品生命周期) 从货物贸易扩展到信息# 金融等服

务贸易领域) 在很多情况下) 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公正性受到质疑*

中国科技型出口企业) 由于涉及到数据保密和安全合规规定) 容易遭遇发达国家的规制风险*

CDGL 年以来) 美国陆续对除华为# 大疆以外的企业) 如海康威视# 旷视科技# 大华科技# 商汤科技#

依图科技# 国投智能 &美亚柏科'# 颐信科技等涉及到人工智能# 人脸识别及安防监控的 CD 多家民营

企业) 视为实体清单限制企业) 其理由则涉及到国家安全# 数据信息隐私和安全等方面* 民营企业在

海外拓展市场时) 也经常遭遇东道国出于国家安全或敏感业务等因素考虑) 致使收购中断) 无法进入

海外市场的经历* 如 CDDL 年) 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 &*0P>4' 认为华为与私人股权投资基金贝恩资本

收购美国通讯设备商 E*+\公司的计划) 将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 CDGG 年) 华为以 CDD 万美元收

购三叶系统公司 &EY2':4;-.2\-') 依然由于相关安全原因被迫终止*

&二' 劳工保护相关的合规问题

近年来) 国际上关于劳工保护和贸易投资间的关系日益密切) 影响范围也逐渐扩大* 欧盟对于劳

工保护从安全与健康# 自由流动# 就业保障# 劳工参与管理以及社会保障等多个维度) 对企业员工进

行劳工保护*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的相关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劳工条款的最新

和最高要求* 民营企业海外投资设厂) 涉及到雇佣当地工人# 劳动时间# 工会# 工作条件# 人身安全

与健康等问题* 企业海外派出外驻人员和当地用工) 按照当地签证规定) 并将员工信息# 工作期限和

薪酬等录入相关系统) 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有些民营企业却忽视了这些) 造成了损失和不良影响* 如

!!''!



'(') 年 第 * 期

某中方企业泰国公司被泰国移民局发现) KD 名员工中) GM 名员工没有工作证) EG 名员工持有旅游签

证) 因其没有合法的工作签证) 公司受到巨额罚款* 某手机制造商在巴西的制造厂于巴西劳工部一次

突击检查中) 被驱逐了数十名签证不合规的中国员工) 而且公司人力资源和财务负责人等被拘留多日

&陆敬波等) CDGM'* 此外) 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境也是劳工合规的重点* CDGF 年) 某民营企业在美

国的玻璃厂因没有严格按照美国劳工法运营) 工人在不安全的环境下操作) 被处以 GD 万美元的罚款*

对于民营企业而言) 必须了解海外劳动用工风险) 通过建立企业内部相关制度) 规范化管理) 符合东

道国用工合规要求) 规避风险*

&三' 商业伦理和企业诚信合规问题

商业伦理是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形象中十分重要的一个要素) 腐败问题是企业海外经营中必须重

视的合规问题* 涉外经营中较早的商业贿赂案例是 CDGG 年) 中国某企业被认定在孟加拉国一个交通

建设项目上有欺诈行为) 被世界银行列入黑名单) 三年内不得参加世行合同竞标* 随着企业 $走出

去% 数量增多和规模加大) 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开拓市场的民营企业越来越多) $一带一路% 沿

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投资环境和文化差异较大) 还涉及诸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 关于反商业贿赂

的法律法规涵盖东道国# 区域性和全球性规则的诸多层面) 比较复杂) 有些沿线国家市场经济各项制

度不健全) 潜在商业贿赂法律风险较高* 违反诚信原则的一个典型现象是海外上市财务数据造假及信

息披露不全* 近年来) 出现多起上市公司伪造数据案例) 包括纳伟仕# 岳鹏成电机# 中国晒乐照明被

美国龙昌会计事务所爆出) 通过伪造销售# 采购单据来虚增业绩 &CDGG 年') 瑞幸咖啡 CDCD 年由于虚

假交易 CC 亿人民币从纳斯达克退市) 并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支付 GIL 亿美元罚款*

&四' 信息服务和数据安全保护

数据和信息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性逐步凸显) 为企业带来便利和高效的同时) 也带来了信息数据

传送安全# 数据收集以及隐私安全保护等发达国家十分关注的问题) 安全与合规是企业不得不面对的

一个严峻的挑战* 不同国家和地区法律法规有所差异) 如欧盟对其认为安全的地区开放白名单) 数据

可以自由传输. 而不安全的地区) 将会在一定的标准合同条款或者是约束性的公司规则内进行传输*

印度数据保护局对数据的性质进行界定) 健康# 财务# 宗教信仰等敏感数据会被加以限制) 其认定的

关键个人数据则不允许对外传输* 目前发达国家以信息数据保护和防止泄密为由) 在产品出口# 公司

并购或者其他合作方式的海外经营) 搭建了数据保护和监管框架) 形成了较高的壁垒) 在一定程度

上) 具有隐蔽性和不公平性) 阻碍了中国企业在信息和数字技术相关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对于企业而

言) 做到信息和数据应用合规# 风险可控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

&五' 违反出口国关于出口贸易产品禁令

民营企业海外经营之初大都通过进出口贸易进行* 从发达国家进口产品) 特别是高科技产品时)

必须注意出口国对于某些产品的出口管理规定* 美国对于半导体# 超级计算机# 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

等高科技产品实施出口管制) 出台了 ,美国出口管制法案-) 且对于出口产品) 有出口管理条例的规

定) 对特定物项# 技术向特定国家地区或实体的出口# 再出口# 国内转让行为采取限制措施* 日本出

口管制制度主要有 ,外汇与外贸法- ,出口贸易管理令- 和 ,外汇令-) 民营企业作为进口商) 必须

熟悉相关出口国出口产品限制和管制的内容) 避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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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贸易新业态经营中的合规问题

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主要包括跨境电子商务# 市场采购贸易# 外贸综合服务等) 其中跨境电商经营

是中国外贸发展的有生力量* 跨境电商经营的主体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 业务中的合规问题主要体现

在平台服务规则和产品安全合规# 知识产权合规等方面* 典型的是 CDCG 年全球零售巨头亚马逊利用

,销售政策和卖家行为准则- 等条款) 以产品不符合平台规定# 绩效指标差# 销售假货# 侵犯知识产

权# 所有人身份审核不过关# 产品与描述相差大# 存在刷单和刷评论现象等为由) 对其平台上的 K 万

多中国卖家进行封号) 涉及约 GDDD 家中国企业) FDD 多个中国品牌的销售权限被关闭) 包括消费电

子# 日用# 家居和运动品类商品等) 造成行业损失金额预估超千亿元) 其中电商账户被冻结金额为数

千万美元至数亿美元不等 &王亚平) CDCE'* 同时) 一些中小企业跨境电商出口业务中) 存在商标#

品牌侵权问题* 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能力) 一些通信和消费类电子产品# 玩具# 服装等主营

出口跨境电商产品是出口跨境电商侵权的 $重灾区%) 大多数出口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不合规的表现形

式为品牌的商标及专利的外观设计的侵权* 因此) 跨境电商企业不能局限于运营跨境平台账号) 还要

注重技术和品牌建设) 加强消费者的信任) 提升合规性*

四# 中国民营企业海外经营应对合规问题对策措施

在国际化进程中) 民营企业面临缺乏合规制度和专门的合规管理机构) 以及合规措施缺乏执行力

等现实困境) 特别是企业在海外拓展业务时) 若目标公司涉及到高新技术# 敏感领域) 东道国安全审

查机构将特别关注收购企业性质) 因而容易引发风险* 因此) 民营企业必须加强应对) 加强防范海外

合规性风险) 通过合规管理等改革措施) 提高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一' 识别评估海外合规风险

企业需要从源头制止一切不合规行为的发生* 在开展海外业务前) 企业应熟悉东道国的相关法律

法规) 以及东道国所执行的相关国际公约# 惯例# 双边协定等情况) 充分了解该国海外经营发生争议

可采取的解决方式* 并结合所在行业的特征# 规模) 以及业务特性# 模式# 合作方资产评估# 定价方

式# 资信调查等) 充分借助专业中介机构的服务) 通过案头研究和现场调研等方法进行整体合规性审

查) 尽最大可能了解企业在东道国的合作伙伴和供货商等是否有违法违规经历及其他合规风险) 梳理

合规要求) 明确合规义务) 建立风险清单* 企业可以利用先进的数字化# 信息化技术来更加及时# 动

态地分析识别可能存在的风险* 最终使企业在决策前得到合规可行性的结论 &包括合作双方企业内部

合规性# 合同协议合规性# 资金合规性# 程序合规性# 知识产权合规性等') 以避免遭受被动式违规#

重大监管处罚# 名誉损失和财产损失) 为企业海外经营设立一道保护屏障*

&二' 建立健全合规管理体系

在评估分析合规风险的基础上) 中国民营企业应针对企业不同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和经营战略) 分

层次建立合规管理体系* 首先) 增加企业透明度) 明确企业所有权架构# 企业组织机构# 企业运营是

否有政府参与和补贴等) 通过设立合规风险管控部门) 审核海外业务) 合规开拓国际市场) 在内部形

成较强的合规意识* 其次) 关注企业上游供应商合规实施情况和合规能力) 这将有利于降低供应链合

规性风险* 最后) 结合行业最佳实践) 融合企业发展不同阶段# 经营理念和全球战略目标) 配套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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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合规管理规章制度和业务操作相关流程) 与国际法规# 标准相衔接) 形成在贸易与金融合规# 知

识产品保护# 商业伦理# 数据安全保护和供应商管理等多领域合规管理体系*

&三' 完善运行( 监管和控制机制

企业应把监管和合规操作放在海外投资风险管理的首位* 第一) 构建合规培训体系* 企业可以聘

请外部律师团队分别对员工# 高风险岗位关键员工# 管理层# 董事会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开展多层次#

多维度# 多领域的针对性合规培训) 同时结合考核) 增强其合规意识和正确决策的能力* 尤其是外派

人员) 在考核通过的条件下才可以进行外派* 第二) 建立咨询# 监督和查处机制* 企业需要双向监

察) 即自上而下的审计# 稽查和自下而上的自查自纠* 合规管理体系建立后) 企业应专门设置合规部

门履行合规固有风险及剩余风险的检查# 审计和监督* 严格查处不合规行为并追究违规责任) 打造透

明公开的合规管理环境) 及时制止和整改企业在海外经营的违法违规行为* 第三) 定期审查合规管理

体系* 根据内外部发展环境的变化) 企业要定期审查自身业务发展情况和合规管理机制的运行状况)

持续调整优化合规管理体系) 提升合规机制的适应性与合规管理的有效性*

&四' 增强创新能力& 突破知识产权壁垒

在知识经济时代) 企业更应该加强对知识产权壁垒及其新趋势的重视)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来

应对知识产权壁垒* 企业需要加快创新速度) 加大技术创新和技术攻关力度) 打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和自主品牌的高附加值产品) 最大限度进行专利技术积累) 缩小与国际企业的技术性差异) 以更好突

破知识产权壁垒) 并提高产品竞争力* 同时) 企业也要积极申请知识产权) 特别是申请海外知识产

权) 加强海外知识产权战略布局) 增强企业应对知识产权风险的能力*

&五' 积极进行国际合规标准认证

鼓励企业积极获取国际社会认可的合规标准认证) 包括合规管理体系标准 P48ENEDG# P48GMFDD#

P48GHDDD 等国际性合规标准) 以及被广泛认可的各行业合规标准) 如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0R6'

认证#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0**' 认证# 德国电气工程师协会 & R̂Q' 认证等) 使其更符合国际要

求) 从而有效优化企业形象) 增强企业在国际业务中的竞争优势* 并且可以充分利用合规不起诉原则

有效享受合规红利) 证明企业合规管理的有效性) 减少企业在海外经营的国际贸易壁垒*

&六' 有效利用合规科技& 增强应对市场准入的能力

企业可利用云计算技术储存和分类管理各国对于合规的法律法规及变动信息) 降低传输和处理合

规信息的成本) 并进一步实现合规信息共享) 以规避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合规风险* 区块链技术可助力

企业第三方跨境支付) 监管其结算合规) 并更大程度保证资金安全* 跨境电商企业可以借助数字化技

术与第三方跨境支付机构# 海关# 物流企业等建立安全# 高效# 透明的网络平台系统) 提供包含跨境

支付# 物流# 通关退税等各环节的标准化# 流程化# 一体化综合服务) 规避不合规问题* 同时也可保

留相关数据) 以应对可能突发的合规风险和纠纷) 大力提升跨境电商的合规运营水平* 面对 ,欧洲供

应链法- 等新法律法规的出台) 企业可以利用数字化# 智能化赋能) 有效监控和管理供应商的各项合

规指标) 构建全链条的智慧供应链合规体系) 积极推动供应链全流程的合规发展) 发挥中国供应商在

供应链合规# 遵守国际法律法规等方面优于东南亚等其他供应商的合规竞争优势) 增强应对市场准入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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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善用法律手段积极维权

中国企业海外经营除了遵守合规要求) 还应充分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包括主动起

诉# 积极参与应诉# 寻求非诉讼纠纷解决方案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解决问题* 在面对境外涉及的知

识产权侵权以及 $EDG 调查% $EEN 调查% $双反% 等问题) 中国企业应通过聘用海内外专业的律师团

队应对境外管辖的调查) 提供双向结合的法律应对方案) 积极沟通协调) 进行合理维权* 在欧美判例

法国家) 胜诉的国际裁决可以作为先例遵循) 对后续类似的案件审理具有影响力和约束力* 民营企业

海外经营的胜诉判例增多将有助于逐步建立起诚信经营的合规形象# 负责任的大国企业形象) 有利于

中国企业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

&八' 培育企业合法合规文化

培育企业文化是一个需要全员参与和长期坚持的过程) 重点在于风险把控意识# 诚信意识# 警惕

意识# 职业道德和合法合规意识等* 企业的领导层要以身作则) 向员工倡导合规行为和价值观) 并通

过对不合规行为零容忍来加强合法合规文化的贯彻) 促使员工从 $被动合规% 转化为 $主动合规%)

逐步形成合规文化氛围* 同时) 建立刚性保障* 企业应借鉴 ,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 等相关文

件要求) 结合民营企业自身实际情况和发展战略) 制定企业内部的 ,合规手册-) 为员工行为提供合

规指引) 进一步培育 $人人合规%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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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 观 经 济#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社区禀赋" 目标价值与治理方式

蔡潇彬

!!摘要$ 本文试图发展 '社区禀赋*目标价值*治理方式) 分析框架& 以分析探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创新(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有效性的可能路径$ 借鉴嵌入性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 聚焦城乡社区这一基层分

析单位& 从嵌入性和资源依赖性视角出发& 分析城乡社区在特定禀赋条件下的环境特征( 资源依赖特征(

社区运作重点( 存在的问题及治理水平情况% 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分析特定禀赋条件下社区发育程度及与

之相匹配的社区目标价值% 最后将社区禀赋( 目标价值与治理方式进行对位匹配& 形成全新分析框架$ 本

文认为& 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与城乡社区的禀赋优势( 目标价值及治理方式密切相关& 三者的对位匹配

将有益于治理有效性的提升& 错位匹配将导致治理低效( 治理失效甚至无治理$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提升

基层治理的有效性& 应根据基层城乡社区的禀赋优势特点及目标价值需求& 对位匹配相应的治理模式& 如

此方能促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关键词$ 社会治理!治理创新!社区禀赋!目标价值!治理方式

作者简介$ 蔡潇彬&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基层社会治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 推动社

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 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要求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

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 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 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 推

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 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 更好提供精准化# 精细化服务* 党的二

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 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要求健全城乡社区

治理体系) 建设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 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可以说)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将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作之一) 其重要性不言

而喻*

一# 研究问题与文献回顾

进入新时代之后) 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主题) 各领域均积极推进高质量发展) 社会治理领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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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社区禀赋( 目标价值与治理方式

不例外* 社会治理的高质量发展主要表现为治理有效性的提升) 而治理有效性的提升离不开基层社会

治理创新) 那么) 我们应当如何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以提升治理有效性/ 换言之) 要提升基层社会治理

有效性应当如何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关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学术界进行了广泛研究) 总体而言大致有三个路向" 一是从国家与社会

关系视角探讨社会治理创新* 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非常丰富) 这类研究聚焦政府对社会的管理

及其策略) 提出了一系列政府与社会关系模式的概念) 例如 $宏观鼓励# 微观约束% &俞可平)

CDDF'# $分类控制% &康晓光# 韩恒) CDDK'# $控制与支持% &陶传进) CDDL'# $利益契合% &江华

等) CDGG'# $分类发展% &田凯) CDGF' 等* 这类研究认为政府对社会存在控制与发展这两种思路和

策略) 政府的控制策略导致社会发展受限) 而发展策略则促进了社会力量的发展*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

视角探讨社会治理创新的学者) 倾向于超越控制和发展思维) 例如郭风英 &CDGE' 倡导国家与社会

$合作治理%) 认为我国未来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和创新) 要转变政府职能# 激发社会活力) 促进社会治

理主体多元化) 推动国家+社会的合作治理* 彭勃 &CDGK' 则倡导 $逆行政化% 治理) 认为社会治理

的行政化逻辑面临治理成本高# 质量差与回应性低等问题) 因此) 社会治理创新要进行 $逆行政化%

改革) 让行政力量有序退出社会事务管理) 实现多元主体和治理逻辑支配社会治理*

二是从政府内部变革视角探讨社会治理创新* 这个路向的研究倾向于从政府内部寻找治理难题和

堵点) 并尝试从政府内部变革的角度考察治理创新问题* 对于政府治理模式的问题) 黄毅等 &CDGH'

指出 $总体+支配型% 逻辑下政府治理表现出 $刚性稳定思维% 和 $管控型逻辑%) 造成运动式治理

突出# 公共服务效能较低等问题. 余敏江 &CDGK' 在讨论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时指出) 尽管

技术型治理模式提升了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 但却无法有效回应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政治文化变

迁# 进城农民权利贫困以及多元异质性社会的合作难题等问题* 为了解决政府治理面临的问题) 进一

步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必须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黄毅等 &CDGH' 认为) 未来社会治理创新的策略

逻辑应从 $总体+支配型% 的掌控逻辑迈向 $技术+治理型% 的共享共治逻辑. 余敏江 &CDGK' 提

出需要 $一种强调机会平等# 合作共治) 注重发展机制的兼容性# 发展成果的共享性以及发展条件的

可持续性的治理模式%) 认为社会治理创新应从技术型治理转向包容性治理* 陈顺洪 &CDGH' 建议探

索设置 $大社区党委% $社区服务中心%# 建立 $社区委员会% 的社区治理结构模式) 将原有的四级

治理层级转变成三级治理体制* 于景辉 &CDGG' 在探讨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社会管理机制创新时) 总

结了我国社会管理机制创新的几个方面) 包括社会参与机制# 社会整合机制# 社会调控机制和社会管

理预警机制等方面*

三是从混合视角探讨社会治理创新* 混合视角既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角度出发探讨社会治理创新问

题) 也从政府内部变革角度探讨社会治理创新问题) 从这种视角出发开展研究的学者) 总结了不少社

会治理问题* 例如 $碎片化治理% &胡海# 殷焕举) CDGK. 李德) CDGF'# $悬浮型社会治理创新%

&付建军# 张春满) CDGN' 等问题* 为了解决当前社会治理及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问题) 混合视角研

究者普遍倡导超越传统范式) 协同推动国家与社会# 政府与市场# 组织与个体参与社会治理创新* 周

庆智 &CDGH' 认为) 推进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不仅要完善体制内的组织建设) 更重要的是将体制

外的社会组织制度化# 规范化# 法治化) 并以此为基础将之纳入体制中) 姜晓萍 &CDGH' 认为必须从

完善社会政策体系# 强化社会组织培育体系# 创新社区治理体系等八个方面来予以推进* 陶传进等

&CDGN' 提出 $专业嵌入行政% 的协同治理模式) 胡海等 &CDGK' 提出 $协同化治理模式%) 黎昕等

&CDGK' 提出重视 $社区微治理% 在促进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作用*

总体而言) 现有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社会关系# 政府内部改革及混合视角研究政府社会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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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创新问题) 研究成果丰富视角多样* 但存在重视宏观分析轻微观分析# 重概念创新轻机制创新# 重

理论探讨轻实践联系等问题) 且无法回答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因此) 需要发展新的分析框架* 本文

将聚焦中观机制层面的社会治理创新) 基于 $嵌入性% &Q\12))2),2--' 理论和 $资源依赖理论%

&#2-+A(%2R252,)2,%2<&2+(;'') 力图发展 $社区禀赋+目标价值+治理方式% 分析框架) 探讨不同

类型基层社区推进治理创新的可能路径*

二# $社区禀赋%目标价值%治理方式& 分析框架

治理有效性) 首先与治理的目标高度相关) 目标实现程度高) 治理有效性越高. 其次与社区禀赋

高度相关) 禀赋利用的越好) 治理有效性越高. 最后与治理方式高度相关) 方式运用越恰当) 治理有

表!"社区目标价值类型

类型

程度
民生导向型 安全导向型 参与导向型

民生要素 U V V

安全要素 V U V

参与要素 V V U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表#"社区禀赋类型

类型

程度
区位优势型 资源优势型 传统优势型

区位 U V V

资源 V U V

传统 V V U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效性越高* 因此) 本文的分析框架将围绕社区治理的目标价值# 社区禀赋和治理方式三个维度建构*

&一' 治理有效性与目标价值

社会治理有效性与最初设定的治理目标高度相关) 治理目标实现的程度越高) 治理越有效* 那

么) 社区的目标价值如何概念化维度化/ 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 人有生理# 安全# 尊重# 社交#

自我实现五层不同需要* 类似地) 本文把社区的目标价值大致概念化为三类" 民生导向型# 安全导向

型# 参与导向型* 社区的目标价值是一个复合体系) 涵盖多元要素) 不同要素在整个目标价值体系中

重要性各不相同* 为方便分析) 本文仅考虑民生要素# 安全要素和参与要素三类要素) 如果某种要素

占主导地位或权重比其他要素高) 我们便可将其界定为特定要素导向型目标价值* 民生导向型目标价

值中民生要素占主导地位) 安全导向型目标价值中安全要素占主导地位) 参与导向型目标价值中参与

要素占主导地位) 如表 G 所示*

&二' 治理有效性与社区禀赋

社会治理有效性与城乡社区的自身禀赋高度相关) 某些禀赋有益于促进某类治理模式的治理有效

性) 另一些禀赋则有碍于某类治理模式的治理有效性* 同目标价值一样) 社区禀赋是一个复合概念)

包含多种要素* 本文从社区的外部条件# 内部

条件和历史条件三个方面将禀赋概念维度化)

并具体操作化为区位# 资源# 传统三个维度*

区位禀赋指社区的地理相对位置) 资源禀赋主

要指社区经济状况) 传统禀赋主要指社区文化

历史因素* 三者中占主导地位的要素决定了社

区禀赋的优势特征* 区位优势型社区禀赋中区

位要素占主导地位) 资源优势型社区禀赋中资

源要素占主要地位) 传统优势型社区禀赋中传

统要素占主导地位) 如表 C 所示*

&三' 治理有效性与治理方式

社会治理有效性还与治理方式高度相关)

某类治理方式能促进特定城乡社区的治理有效

性提升) 另外一些方式则阻碍特定城乡社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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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治理方式类型

模式

程度
政府主导式 市场主导式 社会主导式

政府要素 U V V

市场要素 V U V

社会要素 V V U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治理有效性提升* 从治理主体看) 当前主要有

政府组织# 市场组织# 社会组织三大类) 相应

地产生了以不同治理主体为主导的治理方式*

类似地) 治理方式是一个复合概念) 包含多种

要素) 不同要素的组合形成不同的治理方式*

为分析方便) 本文假定仅存在政府# 市场# 社

会三种治理要素* 相应地) 治理方式被简化为

图!"社区禀赋( 目标价值( 治理方式的组合匹配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政府主导式# 市场主导式和社会主导式三大类*

政府主导式意指政府主体占主导地位) 市场主

导式意指市场主体占主导作用) 社会主导式意

指社会主体占主导作用) 如表 E 所示*

&四' 社区禀赋( 目标价值与治理方式的

匹配

从逻辑上看) 社区禀赋# 目标价值及治理

方式各有三种类型) 组合配对可形成 CN 种匹配

模式) 如图 G 所示* 我们显然不可能为每种理论匹配模式找到其现实形态) 也不可能对每种理论匹配

模式进行分析研究* 因此) 本文将锚定社区禀赋变量) 从社区运作的资源依赖性和嵌入性特点出发)

分析特定禀赋类型条件下的社区环境特征# 资源依赖# 社区运作# 存在问题与治理水平等方面) 考察

特定禀赋类型的治理有效性) 进而与社区目标价值关联起来讨论治理类型的匹配问题*

三# 社区禀赋# 社区运作与治理水平' 影响逻辑

资源依赖理论 &B:2::2(',) 4'9',%$̀) GMNL' 认为) 组织运作及其行为特征受到资源供给来源的重

大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 社区可以理解为广义的组织类型) 因此社区运作与组织运作一样) 将不可

避免地受到社区禀赋的影响) 而不同社区禀赋将导致社区运作面临不同的环境特征和资源依赖特点)

也导致社区运作本身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进而导致不同的社区运作问题) 并相应地呈现出不同的治理

水平状况) 如表 H 所示*

表("社区禀赋( 社区运作与治理水平的影响逻辑

禀赋类型 环境特征 资源依赖 社区运作 存在问题 治理水平

传统优势 资源依赖性强 政府资源 资源引入 内生性较弱 较低

资源优势 社区内生性强 社区资源 注意力分配 参与性问题 较强

区位优势 社会嵌入性强 市场资源 资源整合 专业性问题 中等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一' 传统优势型社区禀赋下的社区运作

在传统优势型社区禀赋条件下) 社区的文化历史因素较为丰富) 而资源因素和区位因素相对贫

乏* 这意味着此类社区经济状况差# 地理位置差) 内在外在条件都不好* 在这种情况下) 社区呈现出

很强的资源依赖性特征) 其依赖对象主要是政府资源* 在这种条件下) 社区运作的核心是引入更多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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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社区发展内生性较弱) 内生动力不足) 导致治理呈现较低水平的状态*

&二' 资源优势型社区禀赋下的社区运作

在资源优势型社区禀赋条件下) 社区的资源因素较为丰富) 传统因素和区位因素相对贫乏* 在这

种情况下) 社区呈现出内生性强的环境特征) 在资源依赖方面主要以依赖本社区的资源为主* 在这种

条件下社区运作的重点是注意力分配 &'..2,.$+, '99+%'.$+,') 在组织理论领域) 注意力分配最早由管理

学家西蒙 &4$\+,) GMHN' 提出) 他将组织注意力的渠道# 结构和分配看作是组织研究的核心) 称其

为管理行为* 后来这一管理行为发展为组织理论 &='(%& i4$\+,) GMKL') 进而在马奇及其合作者的

共同努力下继续发展) 形成注意力分配的组织学研究 &='(%&) GMLL'* 当社区运作主要以注意力分配

为主时) 通常会面临参与性的问题) 因为经济状况好的情况下)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注意力分配的需求

更大* 虽然在资源优势禀赋条件下社区运作会面临参与性问题) 但相较于其他禀赋类型而言) 这种禀

赋条件下社区运作仍然呈现出相对较高的治理水平* 因为在这种禀赋条件下) 社区经济状况好# 对外

依赖少# 内生动力强) 居民参与程度高) 整体治理效果好*

&三' 区位优势型社区禀赋下的社区运作

在区位优势型社区禀赋条件下) 社区的地理位置较好) 资源要素和传统要素一般* 在这种情况

下) 社区呈现出嵌入性很强的环境特点* 所谓的嵌入性 &Q\12))2),2--' 最早由波兰尼 &B+9',;)

GMKN' 提出) 后由格兰诺维特 &@(',+S2..2() GMLK' 引入组织研究领域) 埃文斯 &QS',-) GMMK' 则将

$嵌入% &2\12))2)' 概念加以拓展) 运用于政治经济学领域) 并且用 $嵌入自主性% &2\12))2) 'Aj

.+,+\;' 作为描述国家与社会# 市场互动关系的新概念* 区位优势禀赋类型的社区的嵌入性特点主要

表现为社区对外部发展环境的嵌入及外部要素对社区运作的嵌入) 嵌入性强的社区更多地依赖市场资

源) 社区运作的重点是整合各类资源* 其面临的问题是专业性不足) 由于其嵌入性强) 这类社区的治

理绩效比传统优势型社区强) 但不如资源优势型社区) 治理绩效处于中等水平*

四# 社区目标价值与治理模式' 供需匹配问题

&一' 需求侧$ 社区发育程度与社区目标价值

表)"社区禀赋类型与目标价值

禀赋类型 治理水平 社区发育程度 社区目标价值

传统优势 低 低 民生

区位优势 中 中 安全

资源优势 高 高 参与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 具有传统优势禀赋的

社区) 治理水平相对较低) 社区运作以资源引

入为主) 因此社区整体发育程度相对较低) 与

之相匹配的社区目标价值是民生导向) 即社区

更注重引入外部资源改善社区民生状况* 具有

区位优势禀赋社区) 其治理水平相对中等) 社

区运作以资源整合为主) 因此社区整体发育程度较传统优势型社区更好) 总体处于中等水平) 这种情

况下) 与之相匹配的社区目标价值是安全导向) 即通过整合内外部资源) 确保社区经济状况安全* 具

有资源优势禀赋的社区) 其治理水平较高) 社区运作以注意力分配为主) 因经济状况好) 社区整体发

育程度较高) 与之相匹配的社区目标价值是参与导向) 即通过广泛参与实现社区居民的参与需求) 如

表 K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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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供给侧$ 嵌入性与治理模式的结构分化

表%"嵌入性与治理模式

政府嵌入性特征 市场嵌入性程度 社会嵌入性程度 治理模式

高 低 低 政府主导

中 高 中 市场主导

低 中 高 社会主导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表*"社区禀赋( 目标价值与治理模式的对位匹配

社区禀赋7 目标价值 治理模式

传统优势 民生导向 政府主导

资源优势 参与导向 社会主导

区位优势 安全导向 市场主导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如上文所述) 本文的治理模式主要

包含政府# 市场和社会三大行动主体)

根据不同要素在治理模式中起作用的程

度大小区分了政府主导# 市场主导和社

会主导这三类治理模式* 将三大行动主

体嵌入社区运作的程度划分为高# 中#

低三档并进行组合) 理论上可形成 CN 种

嵌入性组合情况* 在现实中) 不可能找

到与理论形态完全对应的嵌入性组合情

形) 但我们至少可以识别出三大类治理

模式) 即政府主导式# 市场主导式和社

会主导式* 政府主导治理模式中) 政府

嵌入社区程度很高) 留给市场及社会力量发挥作用的空间不大) 因此市场和社会嵌入性较低* 在政府

嵌入性低的情形下) 留给市场和社会力量发挥作用的空间就相对较大) 根据市场及社会力量起作用的

程度) 可以辨识出市场主导型治理模式和社会主导型治理模式) 如表 F 所示*

&三' 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对位匹配

从需求侧看) 具有传统优势禀赋的社区治理水平低# 社区发育程度低) 因此社区的目标价值以民

生导向为主. 具有资源优势禀赋的社区治理水平高) 社区发育程度高) 因此社区的目标价值以参与导

向为主. 具有区位优势禀赋的社区实力水平中等) 社区发育程度中等) 因此社区的目标价值以安全导

向为主* 从供给侧看) 有政府主导式# 市场主导式# 社会主导式三种治理方式可供选择*

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匹配是影响治理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对位匹配可以提升治理有效性) 错位匹配

则导致治理低效# 失效甚至无治理* 具有传统优势禀赋的社区) 高度依赖政府资源) 目标价值是民生

导向) 因此) 与之相匹配的对位治理模式是政府主导治理模式* 具有资源优势禀赋的社区) 依赖本社

区资源) 目标价值是参与导向) 因此与之相匹配的对位治理模式是社会主导模式* 具有区位优势禀赋

的社区) 主要依赖市场资源) 目标价值是安全导向) 因此) 与之相匹配的对位治理模式是市场主导模

式) 如表 N 所示*

五# 案例分析' 两种不同的乡村治理模式!

&一' .村社会主导型乡村治理模式

G7@村乡村治理概况

@村位于 T市 R区中部) 全村户籍人口 GDDD 余人) 农地 EDD 余亩)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CDDD 多

亩* 村里有流动人口 EDDD 余人) 最多时达 LDDD 多人* @村以前是 T市南郊农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村里原有的工业大院主要出租给外来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在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试点之前) 全村

有各类企业 LF 家) 主要经营食品及物流业务) 也有少量相对高端的教育及科技型企业) 全村企业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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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税额 GDDD 多万元) 同时给村里缴纳管理费 GDDD 多万元) 村经济状况非常好*

@村的党支部书记桂某 GMLL 年至 GMMC 年在镇里的工业公司工作) GMME 年起回到 @村担任党支部

书记至今* @村主要由三大家族构成) 书记桂某来自该村最大的家族* @村 $两委% 目前有 N 个人)

年龄结构相对均衡) 老中青均有体现* 在村务的治理过程中) 桂书记特别重视农村非正式关系的运

用) 秉持 $三缘治理% 的理念) 综合运用 $情理法% 治理乡村) 治理村务首先在 $情% 字上下功夫)

行不通再走 $理% 和 $法%* 所谓的 $三缘% 指的是亲缘# 姻缘# 地缘) 桂书记认为村庄治理的核心

在于平衡好 $三缘% 关系) 在 $三缘% 中) 亲缘最不好处理) 村里兄弟间可能平时不和) 但一遇事

便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因此如何处理好与村民个体及其家族的关系非常重要* 桂书记的办法是各家

族间进行力量平衡) 体现在村两委班子的工作安排上) 他特别强调) 安排工作一定要考虑家族势力的

平衡) 很多村民可能会因为反对某个特定的人而反对他负责的工作*

不管是在村党务工作还是村 $三块地% 等村务工作中) 桂书记都特别重视亲缘# 姻缘的非正式关

系在治理工作中的作用* 在推进诸如拆迁腾退等阻力较大的工作时) 通常会请有影响力的亲缘或姻缘

人士先行做工作) 他表示这些非正式的影响力有时甚至比领导还大) 农村隐形的人情关系# 德高望重

人士的潜在影响力等非正式规范对村务治理起着非常大的正面作用* 在地缘关系的处理方面) 桂书记

同样会先诉诸非正式的人情关系资源) 而在这些资源无法起作用时) 才会动用 $理% $法% 资源* 在

这种治理模式下) 村里 $三块地% 的拆除腾退# 私搭乱建整治及外地企业清理工作都顺利推进) $三

块地% 的拆腾工作顺利完成) 目前处于打包整理阶段* 整个过程平稳顺利) 未出现群体性事件) 乡村

保持和谐稳定*

C7@村治理模式分析

从 $社区禀赋+目标价值+治理方式% 分析框架看 @村* 在社区禀赋方面) @村的禀赋优势是资

源) 经济实力非常强) 社区内生发展动力强) 对外的资源依赖程度低) 本村的资源就已非常丰富) 属

于典型的资源优势型社区* 在目标价值方面) 资源条件丰富的情况下) @村治理的目标不是引入资源

发展经济) 而是如何把治理注意力分配到各类乡村事务上) 促进乡村居民对本村事务的参与性* 因

此) 在治理模式方面) 发展出了社会主导型治理模式) 即所谓的 $三缘治理% 模式* $三缘治理% 模

式下) @村对村庄事务实施自治# 德治# 法治 $三治% 融合式治理) 综合运用 $情理法% 等治理工

具) 特别注重乡村亲缘# 姻缘及地缘等非正式关系资源在村务治理中的运用) 尽可能多地调动各方力

量参与村务治理) 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乡村集体经济* @村书记桂某特别重视平衡村中各家族势力) 努

力实现村内和谐稳定) 并在村 $两委% 班子建设中充分平衡各方力量) 注重培养各梯队管理人员* 长

远来看) 该村的治理模式可持续性较强*

总的来看) $三缘治理% 模式核心是尽可能吸纳有代表性的各方力量参与乡村事务治理) 以凝聚

各方共识实现乡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发展* $三缘治理% 模式不仅把本村居民纳入其中) 还把村民

姻亲甚至外地人纳入其中) 尽可能提高社会力量的参与性) 取得良好治理效果* @村是治理模式与社

区禀赋及目标价值对位匹配的典型代表) 与上文发展出的 $社区禀赋+目标价值+治理方式% 分析框

架相符合) 即在 @村资源禀赋下形成以参与为主导的目标价值) 进而选择社会主导型治理模式) 引入

多方力量参与村务治理*

&二' &村市场主导型乡村治理模式

G74 村乡村治理概况

4 村位于 T市 R区东北部) 靠近中心城区) 地理位置优越* 村域面积 KDD 亩) 宅基地面积 GDD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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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社区禀赋( 目标价值与治理方式

户籍户数 GLK 户) 常住人口共 ENM 人) 流动人口 KLD 人) 宅基地共 GHF 户* 4 村开创了村庄社区经营

式治理模式) 曾获 T市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 五好村党支部# 健康促进先进村# 环境建设先进

村# T市郊区文明生态村# R区环境建设先进村# R区文明村等荣誉称号*

4 村书记李某是本村经济能人) 担任村支书已有 GK 年) 此前的村支书是其父亲) 李氏家族是 4 村

第一大家族) 这为其治理 4 村提供了强大背景支持* 作为经济能人的李某) 把其经营理念贯穿于乡村

治理全过程) 认为不必刻意追求乡村治理) 只要乡村经营得好) 治理便水到渠成* 在班子建设上) 李

某也积极贯彻其治理公司的精简理念) 村两委主要成员仅 E 人) 相互交叉任职) 以便提高决策效率*

在李某的带领下) 4 村走出了一条经营式乡村治理之路*

一直以来) 4 村经济状况一般) 当地村民主要靠出租房屋获取收益) 房屋出租每间仅为 CDD [EDD

元) 每个院落出租年收入 C 万 [E 万元* 为改善村民居住生活环境并提高村整体经济状况) 4 村在村

支书李某带领下于 CDGF 年通过招标方式引入第三方投资公司) 将原有的 GDF 户宅基地统一规划# 统一

标准# 统一拆除# 就地改造) 翻建成整齐划一# 颇具古韵的四合院) 既解决了宅基地无序扩张的问

题) 也改善了农民居住环境* 在建设费用方面) 集体和农民各负担一部分) 每座四合院成本约 ND 万

元) 集体负担约 FD 万元) 农民负担约 GD 万元* 集体负担的费用主要通过集体土地入股镇级联营公司

和村集体资产租赁收益解决*

除支持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外) 村支书李某还积极经营村宅基地) 鼓励村民把建成的四合

院的使用权转交给村集体) 由村集体统一负责对外出租或运营) 所取得的收入则由村集体统一分配给

村民* 4 村升级改造后) 计划以引进文化公司为主对四合院进行运营) 村支书李某对未来运营充满信

心) 认为能为村民带来更多收益) 并计划后期用集体收益完善消防# 绿化# 垃圾清理及便民超市等配

套服务设施建设) 满足村民日常所需* 目前有 LDJ的村民将新建四合院交给集体统一管理) 村民自己

则用集体给付的租金在周边租住套房) 还有几十户人家尚未参与 4 村的整村翻建计划) 目前还在观望

中* 村支书李某认为) 只要把集体土地利用好) 为集体谋取尽可能多的利益) 村民自然愿意把房子交

给集体统一管理和运营) 只要村里能够为村民谋取利益) 其他的村务治理便水到渠成) 无需刻意追

求) 他坚信集体分红是管好村民的最大利器*

C74 村乡村治理模式分析

从 $社区禀赋+目标价值+治理方式% 分析框架看 4 村* 在社区禀赋方面) 4 村靠近中心城区)

地理位置好) 区位禀赋优势明显) 但其经济状况一般) 内生发展动力一般* 在目标价值方面) 因 4 村

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 社会嵌入性强) 主要表现为嵌入中心城区发展的特征较为明显* 在政府资源投

入有限的情况下) 由于自身资源不足) 只能依赖市场资源) 因此) 4 村的目标价值是实现经济状况的

安全稳定) 乡村运作的重点是市场资源整合) 以实现乡村集体经济状况的安全稳定* 在治理方式方

面) 4 村在面临区位禀赋优势明显但经济安全不稳定问题的情况下) 4 村的目标价值是寻求经济状况

的安全稳定) 为此积极引入市场资源) 形成了市场主导的经营式治理模式) 引入大量市场组织参与村

务治理) 以稳定的集体经济分红凝聚村民*

4 村以经营乡村代替治理乡村) 以宅基地制度改革为契机) 推进整村翻建) 并鼓励和引导村民把

新建的宅子交由村集体运营# 出租) 为村民带来了巨大经济收益* 同时村集体以经济利益统领一切村

务治理方式) 为村民谋取较大利益) 获得村民的普遍支持* 通过市场主导的经营式治理) 4 村实现了

经济安全发展# 社会和谐稳定) 其治理模式因应了本地社区禀赋和目标价值* 总的来看) 4 村是治理

模式与社区禀赋及目标价值对位匹配的典型代表) 与上文发展出的 $社区禀赋+目标价值+治理方

式% 分析框架相符合) 即在 4 村资源禀赋下形成以寻求经济安全为主导的目标价值) 进而选择市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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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型治理模式) 引入市场力量参与村务治理) 并取得积极成效*

六# 结论与建议'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升治理有效性的路径

@村和 4 村) 都面临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试点的冲击) 同时) 也都存在疏解产业和从业人员的压

力) 二者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治理模式) 但都达到了预期的治理效果* 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 为什么截

然不同的治理模式都有效# 都取得了成功) 到底哪些因素决定了治理模式的有效性) 应当如何创新基

层社会治理以提升治理有效性/ 为了解释上述现象# 回答上述问题) 本文立足基层社区实际) 围绕社

区禀赋# 目标价值及治理方式三个维度) 分析社区自身的禀赋资源# 社区所追求的目标价值及可采用

的治理方式的类型及其影响逻辑和匹配关系) 形成 $社区禀赋+目标价值+治理方式% 分析框架) 并

用该框架分析经验现象) 找出不同治理模式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为其他地方提供理论借鉴*

总的来看) 4 村和 @村的治理模式各有其优点) 4 村的治理以经济驱动为主) 而 @村的治理则以

参与驱动为主* 从改善村民生活水平来看) 4 村有其优势) 而从长远发展来看) @村则优势更为明显)

发展后劲大) 可持续性强* 更为理想的治理模式可能是结合 4 村和 @村的优点) 以参与驱动为基础)

以经济驱动为补充) 在 @村治理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其经济驱动能力) 在 @村现有集体经济的基

础上进一步创新发展模式) 提升村集体经济组织创收能力) 以改革创新促进经济发展) 以经济发展优

化乡村治理) 最终实现基层善治*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 不同城乡社区通常具有不同的社区禀赋) 也因

此具有不同的目标价值追求) 在推进基层治理时应充分认识这一基本事实) 根据不同社区禀赋和目标

价值) 匹配相应的治理模式) 切不可 $一刀切% 甚至 $运动式% 治理基层* 4 村和 @村的治理模式都

有效并取得成功) 关键在于它们基于自身的禀赋优势形成了相应的目标价值) 并为之匹配了对位的治

理模式* 如果两村在社区禀赋定位# 目标价值确定及治理模式选择的不同环节上失误) 或者在三者之

间的匹配上错位) 那么它们都难以实现有效治理*

基于上述研究) 本文的结论是) 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与城乡社区的禀赋优势# 目标价值及治理

方式密切相关) 城乡社区应充分认识自身的禀赋优势) 形成相应的社区目标价值) 并为此匹配对位的

治理模式* 社区禀赋# 目标价值及治理方式三者间的对位匹配将有益于治理有效性的提升) 错位匹配

将导致治理低效# 治理失效甚至无治理* 因此)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提升基层治理的有效性) 关键在

于根据基层城乡社区的禀赋优势特点及目标价值需求) 对位匹配相应的治理模式) 如此方能促进基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提升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性) 应切实推进分类治理) 根据城乡社区自身的禀赋优势) 构建相

应的治理模式) 提升城乡社区的禀赋优势# 目标价值与治理模式的对位匹配度* 具体而言) 对传统优

势型城乡社区) 应构建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 加强政府基层治理作用) 加大政府资源投入力度) 培育

基层内生性发展动力) 以达到减轻基层对外资源依赖程度# 提升治理效能的目的* 对资源优势型城乡

社区) 应构建社会主导型治理模式) 积极培育社会力量) 扩大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渠道) 提升社会

大众# 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积极性) 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 对区位优

势型城乡社区) 应构建市场主导型治理模式) 积极引入市场力量) 加大城乡社区向市场购买服务力

度) 鼓励引导市场主体参与城乡社区物业服务# 社区公共服务#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利用# 集体经济

发展等领域) 以市场力量带动城乡社区发展) 实现城乡社区有效治理* 实际的城乡社区治理情况可能

比理想化的类型学分析更为复杂) 但上述结论和建议依然是适用的) 只要坚持因地制宜# 因势利导#

因情施策)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立足城乡社区的自身禀赋优势) 确定相应的目标价值) 并对位匹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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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社区禀赋( 目标价值与治理方式

理模式) 便能够提升基层治理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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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制度建设与制度完善!

贺!颖

!!摘要$ 近年来& 为实现稳增长( 补短板( 防风险的政策目标&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制度在明界限( 限规

模( 控投向( 提时效( 配期限( 降成本( 释风险等方面不断完善$ 但仍面临全局宏观调控与地方顺周期化&

逆周期政策工具与市场化长效机制& 利率债性质与项目收益债定位& 总量经济增长与区域均衡发展& 相机

抉择时机与项目储备时间& 短期偿债压力缓释与长期债务负担可控六组矛盾$ 对此& 本文建议厘清各级政

府在逆周期调节中的责任& 完善各级政府间的政策协调机制% 发挥专项债开拓地区特色投资领域的优势&

定向支持一定收益覆盖倍数范围内的项目% 明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利率债性质& 加强政府系统内部项目

筛选机制建设% 优化地方债限额分配管理机制& 强化专项债资金申请使用的奖惩约束机制% 完善项目储备

库和触发机制建设& 增加债券发行使用的自动化水平% 在债务重组( 加强中央政府责任担当的基础上& 强

化对高负债欠发达地区的债务管理$

关键词$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债券管理!制度设计

作者简介$ 贺颖&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自从 CDGH 年 ,关于修改 3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4 的决定-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并于

CDGK 年 G 月 G 日正式施行) 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成为地方政府筹措财政收入# 扩大政府基建支出的重要

融资手段* 地方政府债券也因其巨大体量在资本市场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根据偿债来源不同) 地

方债券分为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以提高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为代表的积极财政

政策) 通过支持新基建# 惠民生等项目的基建投资) 成为兼顾补短板增后劲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投

资端重要抓手* 与此同时) 融资端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大增* 截至 CDCE 年 GG 月 ED 日) 我国存

量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达到 HDIF 万亿元. 其中) 一般债务余额为 GKIL 万亿元) 占比约 ELIMJ) 专项

债务余额为 CHIL 万亿元) 占比约 FGIGJ* 自 CDGK 年地方政府 $自发自还% 债券后的短短几年内) 地

方政府债券开始超越金融债) 稳居我国债券市场第一大券种的位置) 在我国债券市场总额中的占比超

过 G"H* 本文在对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展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分析基础上) 提出针对性的制度完善

建议) 为地方政府债券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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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制度建设与制度完善

一# 我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制度设计初衷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成为主要政策工具被大规模发行使用) 源于理论上其能实现如下多方面的

目标*

&一' 快速扩张政府支出应对需求收缩

当经济受到外生因素冲击# 市场预期不稳导致市场需求收缩时) 地方政府举借专项债券增加基建

投资) 有助于助推经济尽快恢复到供需平衡状态) 实现 $稳增长%* 市场需求收缩时) 往往导致投资

回报率下降) 私人部门投资意愿减弱) 经济进一步陷入螺旋收缩状态* 根据马斯格雷夫 &=A-]('S2)

GMKM' 提出的财政的资源配置# 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三大职能) 当经济社会遭遇外生冲击时) 财政政

策作为保障经济社会稳定和防范化解公共风险的重要工具) 必须首先担负起稳定经济和社会兜底的双

重责任) 把公共风险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发展的确定性 &刘尚希# 孙喜宁) CDCG'* 此时政府部门出于

宏观整体考量) 逆经济周期加杠杆# 增加政府支出有助于缓解经济需求侧的收缩态势* 同时) 在市场

投资意愿低迷的低利率环境下) 短周期的基建投资可以通过降低实际利率起到带动投资和消费的作

用) 具有较大政府投资乘数) 为政府扩大投资的相对较好时机 &汪川) CDCD'*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为

项目收益债券) 可通过建设项目投入运营后实现的专项收益) 对债券本息进行偿还* 因此) 不同于其

他政府收支缺口)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新增发行额不需要计入政府赤字) 不受财政赤字率的约束) 新增

供给量相对灵活 &龙小燕等) CDCG'*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自收益平衡特性使得其在跨期熨平经济周

期的可选工具中具有较低的公共成本*

&二' 弥补基建资金缺口补齐供给短板

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募集的资金可用于弥补市政建设的资金缺口) 通过财政扩张为供给侧的城镇化

建设 $补短板%) 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后劲和承载能力* 在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过程中) 往往伴随着大

量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需求* 由于很多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提供都需要大规模的一次性投资)

在传统经济中) 这种大规模一次性投资的资金往往来源于过去经济剩余的积累* 这极大限制了公共服

务的提供及城镇化的进程) 制约生产效率的提高 &赵燕菁) CDCE'* 过去十年) 地方政府主要利用土

地出让收入及以土地为抵押的信贷资金作为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 这种以土地为资本变相利用信

贷市场将未来收益贴现到当前的模式) 为地方政府打开了前所未有的财力空间) 实现了空间换时间*

随着城镇化率提升到较高水平及经济增速趋缓) 土地出让收入难以再呈现高增长) 政府性基金收支平

衡难度上升* 基于地方政府信用的地方政府债券恰好接替前期基于土地出让收入撬动金融杠杆的模

式) 为城市化建设中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提供资金支持*

&三' 规范政府举债行为防范风险累积

在前期政策带来的大规模# 不平衡存量政府性债务基础上) 建立地方政府债券制度有助于健全地

方政府的债务风险防范机制) 确保地方债务规模和结构合理) 切实防风险* CDDL 年在外部经济环境面

临重大变化的背景下) 各地方政府不同程度地通过出让土地# 成立城投平台举债等方式扩大政府基建

支出* 减收和增支带来的财力缺口将地方政府性债务推升至较高水平) 非规范的筹资模式下隐性债务

发行企业盈利能力弱) 对财政拨款依赖程度高) 自主还债能力较差) 还款来源不稳定 &宋海# 张红

地) CDCG') 导致债务结构复杂# 规模过大# 地区间债务负担不均衡# 投资效益不高等问题* 为在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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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调节# 政府加杠杆的过程中防范化解经济中的系统性风险) 中央政府统一监管下的地方政府债券

制度应运而生* 中央统一管理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并对债务进行全生命周期监管) 将有助于在经济高质

量发展中确保地方债合理增长) 防范地方财政风险*

二# 我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制度建设

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制度建设和运行的过程中) 债券发行# 使用# 偿还等机制不断完善* 已形成

了相对完备的债券发行管理) 相对规范的债券资金预算管理) 不断成熟的债券资金绩效管理和初见雏

形的债券资金风险管理) 制度体系框架基本形成*

&一' 明界限$ 明确地方政府债券的唯一合法地位

为加强中央对地方债务的统一监管) CDGH 年修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及 ,国务院关于

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 5CDGH6 HE 号文' 正式出台后) 地方政府债券成为地方政府

融资的唯一合法途径) 其他方式形成的政府性债务受到中央严令禁止* 允许地方政府在中央授权的前

提下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意味着) 一方面) 针对 CDGH 年及以前形成的存量政府性债务) 以发行置换债

券的方式) 将非债券债务逐步转换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债券* 对后续的债券到期偿还和再融资进行统一

管理* 另一方面) 每年地方政府为响应中央宏观调控的需要) 可在中央批准的限额范围内发行新增地

图!"#$!)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分类限额及余额变化

数据来源# 万得 !O$,)"( 财政部$

方政府债券*

&二' 限规模$ 实施分年分地区分

类债务限额管理

为有效控制地方债务规模及结构)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及新增发

行额实行限额管理 &见图 G'* 每年国务

院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国家

宏观调控总体要求) 综合研判全国地方

政府债务的新增限额) 并对以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作为偿债来

源的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进行分年# 分

地区# 分类债务限额管理* 以专项债券

为例) 财政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

常务委员会批准的专项债务限额内) 根据债务风险# 财力状况等因素) 统筹考虑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各地区公益性项目建设需求等) 提出分地区专项债务限额及当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方案) 报国务院批

准后下达省级财政部门* 省# 自治区# 直辖市在债务限额内举借专项债务) 债务余额不得超过本地区

债务限额*

&三' 控投向$ 债券资金使用及偿还跟着项目走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实现有效投资) 逐步形成以项目收益专项债为主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形

式) 资金跟着项目走) 对项目关键信息进行市场公开披露* 具体披露的信息包括" 债券发行时的项目

资金计划投向# 收益覆盖倍数等) 债券存续期间内的债券资金使用进度# 形成资产情况及资金投向变

!!)$!



我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制度建设与制度完善

更情况* 由省级政府及市场投资机构根据披露信息进行债券项目筛选* 一方面) 在项目入库时由省级

政府就披露的信息真实性进行审核) 并根据当年债券资金支持方向及项目收益覆盖倍数) 对申报的项

目进行综合评审) 决定是否给予债券资金支持) 确保资金用于补短板基建项目* 另一方面) 公开披露

的债券信息有助于市场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和社会监督) 利用市场价格机制决定地方政府融资成本)

倒逼提高投资效率*

&四' 提时效$ 项目储备入库与限额下达发行有机衔接

为保证各环节的有机衔接) 通过项目储备上报入库# 债券限额分批次提前下达# 制定债券发行计

划等方式加强上下级政府间的信息沟通* 地方政府长期开展项目储备入库) 中央财政将当年的新增债

券发行限额分批次下达给地方政府) 通过控制不同批次限额的下达时间调节债券发行节奏* 地方政府

在获得新下达的债券限额后尽快对应成熟项目) 分季度和分月度披露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计划表) 按计

划发行* 基层政府在获得债券转贷收入后) 为推动专项债资金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 省市各级财政部

门每月调度债券资金支出进度) 密切关注资金使用效率*

&五' 配期限$ 避免债券期限和项目资金占用期限错配

为防范债务的期限错配风险) 地方政府债券在设计时尽可能与项目建设及回收期限一致* CDGH 年

前的政府性债务存在的突出问题在于短债长投* 当债务进入偿债高峰期) 债务还本付息压力日益凸

显) 应对不及时易引发债务违约风险) 损害政府信用* CDGK 年以来) 为防范地方债期限错配风险) 债

券期限经历了一系列的调整* CDGK 年至 CDGL 年二季度) 中央对于地方政府债券的最长发行期限进行

严格监管) 新增债券平均发行期限维持低位* CDGL 年三季度开始) 随着地方债品种增加) ,财政部关

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 5CDGL6 NC 号' 解除了对债券期限的监管限制) 并

鼓励逐步提高长期专项债占比) GD 年期及以上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规模占比快速上升* CDCD 年四季

度开始) ,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 5CDCD6 EF 号' 要求一般债平均发

行期限不得超过 GD 年) 专项债的期限与项目期限相匹配) 避免人为将偿债责任后移* 地方政府债券

的整体期限有所缩短* CDCG 年一季度后) 一般债的平均期限维持低位) 但专项债的期限可以结合项目

周期# 债券市场需求等因素综合确定) 债券整体期限略微回升* CDCC 年新增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期限

进一步趋向长期化* 随着 CDGK+CDGL 年发行的债券逐步到期) 存量债券的整体期限逐步提升* 再融

资债券根据项目建设周期及资金回笼周期) 合理确定差异化的到期日) 避免债券集中到期*

&六' 降成本$ 利率决定机制逐步市场化

在地方政府 $自发自还% 举债之前) 地方政府主要通过成立城投平台以发行较高利率的信用债等

方式进行融资* 由于地方政府债券信用等级高) 其利率水平较低) 为地方政府节约了大量的融资成

本* 回顾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定价方式沿革) 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利差主要受到政策调控# 地方财政

等因素影响* 在地方政府债券 $自发自还% 的起步阶段) 财政部以国债利率为锚) 明确规定了采用定

向承销和招标方式发行的地方债投标利率下限* CDGL 年要求地方债投标利率不得低于发行日前五个工

作日同期限国债收益率均值上浮 HD 个基点) CDGM 年该标准降至 CK 个基点* ,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

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提出) 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参考地方债收益率曲线合理设定投标区间) 促进

地方债发行利率合理反映地区和项目差异* CDCC 年广东# 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部分期限的地方政府债

券利差降至 GD 个基点* CDCE 年广东省将地方政府债券利差进一步降至 K 个基点) 深圳市专项债定价

锚由国债收益率曲线转换为地方政府债券收益率曲线* 随着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化发行定价机制不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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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 发行利率在波动中呈现下降趋势* 地区间利差分化) 各省地方政府债券的利差基本遵循财政实力

越强) 利差越低的规律*

&七' 释风险$ 特殊再融资债券化解隐债压力

CDGK+CDGL 年大规模债务置换后) 有效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仍是近年财政的重点工作) 目

前已开展了三轮隐性债务置换 &见表 G'* CDGN 年 N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正式提到 $隐性债务%* 为

积极稳妥化解累积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CDGM 年开启了第一轮债务置换* 对部分隐性债务负担较重#

行政级别较低地区进行了较小规模点状的债务置换* 此时仍延续此前三年的政府性债务置换方式) 通

过发行置换债券将 GKNMIC 亿元的政府存量债务纳入显性债务框架中* CDCD 年在新冠疫情冲击的背景

下) 建制县试点范围有所扩大* CDCD 年 GC 月到 CDCG 年 M 月) 通过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 共对建制县

区市展开了 FGCLID 亿元的债务置换* 第二轮债务置换则是为配合 $十年化债%) 对财力状况较好的地

区开展全域无隐性债务试点* CDCG 年 GD 月至 CDCC 年 F 月) 批准广东省# 北京市和上海市共发行约

KDHGIL 亿元特殊再融资债券进行债务置换* CDCE 年 N 月 CH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 $有效防范化解地

方债务风险) 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 开启了第三轮债务置换* 此后) 地方加快特殊再融资债券

的发行工作) 优化债务期限结构) 降低债务利息负担* 根据中国债券信息网统计) CDCE 年 M 月底至 GC

月 EG 日) 共有 CM 个省份披露发行 GELLKIG 亿元特殊再融资债券) 用于偿还地方存量债务*

表!"历次隐性债务被纳入显性债务梳理

轮次 化债阶段 时间 债券性质 置换范围 规模 &万亿'

第一轮 建制县化债试点
CDGMIDF+CDGMIGC 置换债券 N 省份的区县层面 DIGF

CDCDIGC+CDCGIM 再融资债券 CF 个省份 DIFG

第二轮 全域无隐性债务试点 CDCGIGD+CDCCIF 再融资债券 广东省# 北京市和上海市 DIKD

第三轮 一揽子化债 CDCEIM+CDCEIGC 再融资债券 偿债压力大的重点省份 GIEM

!!资料来源# 财政部( 中国债券信息网$

三# 我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制度面临的矛盾

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制度设计本质上是在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的背景下) 支持经济健康持续发

展的重要制度供给) 是财政制度顶层设计的重大创新* 但仍需注意的是) 当前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被赋

予太多使命) 不同使命间难以实现有效平衡* 具体表现为以下六组矛盾*

&一' 全局宏观调控与地方顺周期化

在逆周期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 因各级政府权责定位不清晰等问题) 往往由具有顺周期特点的地

方政府实施具体政策* 这样不仅难以保证预期目标的实现) 还可能蕴藏新的风险隐患* 一方面中央政

府在逆周期调节中并未充分发挥其优势地位* 经济平稳期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分担提供公共服务不仅能

够有效地发挥好各级政府的信息优势) 也能实现激励相融) 避免预算软约束或公共地悲剧* 但在经济

下行时期) 中央政府具有更大的政策空间) 可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地区间外部性内部化) 更便于进行政

策间协调) 确保宏观经济调控预期目标的实现* 另一方面)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目的是通过调节

财政收支行为为经济注入确定性和稳定性* 我国地方政府受预算约束) 其财政行为呈现顺周期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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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制度建设与制度完善

在较强的逆周期调节政策的资金配套压力下) 地方政府可能通过不规范的融资方式撬动地方金融资

源) 在化解经济风险的同时) 预埋财政风险甚至是金融风险) 反而为经济注入更大的不确定性*

&二' 逆周期工具与市场化长效机制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的项目需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 意味着专项债既要肩负逆周期调节

使命) 投资市场参与意愿低# 具有正外部性的项目) 又要充分调动市场积极性最大化拉动社会投资#

保证项目自收益平衡) 这对专项债券的项目选择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一方面) 如果项目收益率较

低# 难以获得市场化融资) 则可能同样难以满足专项债项目收益自平衡的要求* 在项目申报时若高估

项目未来现金流# 获得项目评审通过) 不仅难以发挥有限财政资金 $四两拨千斤% 的作用) 还可能造

成未来的财政负担) 不满足项目收益债的要求* 另一方面) 如果项目具有一定的收益可获得市场化融

资) 专项债支持下的政府投资可能对民间投资产生一定的挤出作用*

&三' 利率债性质与项目收益债定位

尽管项目收益专项债的资金投向会影响项目收益情况) 但由于专项债的利率债属性) 债券利率不

反映项目层面的信息* 由此使得地方政府债券首金使用效率难以受到来自市场的约束* 具体来说) 项

目收益专项债在制度设计之初) 希望通过披露债券资金的项目投向信息) 利用市场的信息甄别能力和

差异化利率决定机制) 倒逼地方政府提高债券资金的使用效率* 但利率债意味着该债券的还本付息不

存在信用风险) 其利率水平受无风险收益及久期风险影响* 较低的利率水平决定了市场不会过度关注

债券资金投向) 导致难以发挥市场机制) 约束地方政府的举债# 用债行为*

&四' 总量经济增长与区域均衡发展

当前) 债务限额是地方政府稳增长# 防风险的重要财力支持* 债务限额分配原则更偏向于市场化

的激励约束) 还是行政性的地方切块) 将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一方面) 强

调市场化的激励约束更有助于经济大省较大规模的项目落地) 有利于发挥专项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

用) 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提供支撑* 相关项目的收益平衡情况相对更佳) 未来偿债风险较

小* 另一方面) 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 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累积) 增加对欠发达地

区建设资金的支持) 有助于缓解市场化原则下先发达地区对后发达地区优质要素的虹吸效应) 防范化

解未来欠发达地区的偿债风险* 因此在实际额度分配中) 为了不遏制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积极性) 也会

存在资金切块# 资金等项目# 需要部分欠发达地区补录项目的情形*

&五' 相机抉择时机与项目储备时间

上级部门集中进行相机抉择逆周期调节的时机需要) 往往同基层政府专项债项目前期准备及开工

建设的时间需要之间存在矛盾* 当年内因经济增速不及预期) 需要集中进行逆周期调节时) 由于信息

收集整理# 认识深入需要花费较长时间) 经济形势变化到政策出台之间存在一定时滞) 为专项债发行

及资金落地使用留下的时间窗口期较短* 往往专项债从项目上报到额度下达# 债券发行# 资金使用的

周期不到半年* 短时间内多次集中的申报项目给地方政府带来较大的项目储备压力* 可能面临项目储

备不足# 项目投入质量低下等问题) 也可能导致资金支出滞后) 甚至部分大规模支出发生在经济企稳

上行阶段) 从而助长过热的势头* 为推动专项债资金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 省市各级财政部门每月调

度债券资金支出进度) 基层部门及项目单位在层层压力下) 仓促上报前期手续不完备# 不成熟的项目

或忽略实际工程进度) 签订补充协议 $以拨代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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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偿债压力缓释与债务负担可控

以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的方式置换隐性债务) 虽然有助于缓释短期偿债压力) 但也面临破坏地方

政府举债规则的隐性成本) 不利于推动地方政府长期形成负担可控的债务规模* 由于利用特殊再融资

债券进行债务置换是财政部在不突破债务余额限额的情况下) 使用结存限额剩余空间进行债务化解*

因此) 要求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的地区本身拥有结存限额) 且结存限额应大于需置换的隐

性债务规模* 在实际操作中) 由于部分地区债务规模较大) 但结存限额偏小) 导致在过去几轮化债中

中央层面存在着收回其他地区部分限额) 再分配给部分地区进行债务置换的机制* $限额回收+债务

置换% 这一 $鞭打快牛% 的制度设计会纵容地方政府违规新增隐性债的行为) 重塑地方政府的显性债

券发行和偿还行为) 不利于规范地方财政行为*

四# 完善我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制度的建议

当前地方政府专项债已经成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抓手* 梳理上述六对矛盾) 应针对性地完善相

关配套制度) 明确主要目标) 形成有利于兼顾稳增长# 防风险# 补短板的激励相容制度安排*

第一) 厘清各级政府在逆周期调节中的责任) 完善各级政府间的政策协调机制* 由具有顺周期特

点的地方政府承担逆周期宏观调控的责任) 表面上看分担了中央政府的压力) 但多轮地方隐性债务风

险倒逼下的债务置换却实际增加了市场对城投债的信仰) 再度酝酿的新增隐债又加剧了下一轮化债的

紧迫性) 导致隐性债务问题难以杜绝* 尽管监管部门严禁新增隐性债务) 但根据债务风险高低对于隐

性债务的置换从实践上形成了对地方新增隐性债务的 $激励% 机制) 反而更不利于强化地方政府的财

政纪律) 影响了中央政府严加监管新增隐性债务的权威* 只有中央承担应有的逆周期调节责任才有助

于从根本上打破这一循环*

第二) 发挥专项债开拓地区特色投资领域的优势) 定向支持一定收益覆盖倍数范围内的项目* 一

是根据地区特色扩大专项债投向范围* 由于不同地区发展差距较大) 各地基建投资重点不同) 可适度

由各省根据地方发展规划确定特色的专项债支持领域) 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经济) 从而在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 重点关注医疗卫生# 保障安居等关乎民生且能产生合理回报的领域) 更好发

挥专项债券扩大有效投资的作用* 二是确保地方政府专项债定向支持一定收益覆盖倍数范围内的项

目* 对于无法达到一定收益覆盖倍数但确实需要建设的项目) 如果并不属于重大项目支持范围) 则调

减该地区的专项债务限额) 并适度增加一般债务限额) 防止部分低收益覆盖倍数的项目纳入专项债券

支持项目中) 使得专项债券向一般债券转化* 以此保证地方政府项目收益债券可优先支持有效投资)

并按预先融资偿债计划实现收益平衡*

第三) 明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利率债性质) 加强政府系统内部项目筛选机制建设* 各省开展债

券支持入库项目评审筛选时) 应保持相对科学# 统一# 严格的筛选标准* 一是明确土地出让收入可计

入偿债来源的项目种类. 二是对于功能# 需求接近的同类基建项目) 基于项目储备库内的项目实际建

设情况建立历史基准数据) 用于投资需求及收益覆盖倍数的横向估算) 确保相关数据真实# 准确. 三

是明确统一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项目的最低收益覆盖倍数*

第四) 优化专项债的限额分配管理机制) 强化专项债资金申请使用的奖惩约束机制* 一是专项债

额度分配向项目成熟度高# 财政实力强# 债务风险低的省份倾斜) 控制高风险地区新增限额规模) 避

免高风险地区风险累积* 二是采用加大转移支付配合债务监管等方式促进地区平衡发展) 而非采用债

务限额倾斜的方式将隐性债务置换为显性债务) 延后偿债责任# 累积偿债风险* 三是充分体现奖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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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激励约束机制* 对违反财经纪律) 资金使用进度慢# 支出用途调整频繁的地区扣减次年新增债券

额度. 对管理好# 使用快的地区予以适当额度奖励) 从专项债限额分配方面倒逼地方政府加强专项债

项目准备*

第五) 完善项目储备库和触发机制建设) 增加债券发行使用的自动化水平* 在中央政府层面) 由

中央政府组织构建一个五年滚动的基础设施储备项目库和当年基础设施项目库* 在地方政府申请项目

入库后) 根据项目成熟程度及建设需求迫切程度确定项目建设年度* 规定每年有一个基准的基础设施

项目库年度授权限额) 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三个月移动平均值低于一定水平时) 则自动增加授权金

额) 将未来四年的资金计划提前* 同时减少随后四个财政年度债券资金授权限额) 以确保资金的回

收* 在基层政府层面) 地方政府在设计项目申请方案时) 应提交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申请# 项目成本效

益分析# 项目资金支出以及建设收益回笼时间计划* 在省级政府层面) 省级政府在进行项目评审时)

应将债券资金优先投向资金使用进度更快# 周转速度更高的项目) 且入围项目还应当按照收益覆盖倍

数比率从高到低的顺序进行排序筛选) 直至当年债券限额全部用尽) 不对当年债券限额进行严格地区

切块* 以此充分激发地方政府发现项目建设需求的积极性) 保证多级政府在调控政策上的协调性*

第六) 在债务重组# 加强中央政府责任担当的基础上) 强化对高负债欠发达地区的债务管理* 从

隐性债的资金供给侧看) 尽管维持债务兑付将有利于维护城投公司的信用和金融市场规则) 但在地方

无法履行偿债责任时打破债务刚兑) 有助于倒逼市场风险识别机制的形成) 减少隐性债务形成土壤*

从隐性债的资金需求侧看) 对于欠发达地区的财力缺口和存量债务) 应当通过中央政府扩大赤字# 转

移支付的方式予以弥补) 降低其举债扩张的冲动) 避免地方政府为弥补财力缺口被迫通过不合法不合

规的方式举借债务* 在经济增长承压的环境下) 资产盘活难度大) 给予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债务置换

限额将不断提高地区的债务负担率) 最终迫使地方政府低价处置国有资产) 走向经济紧缩的恶性循

环* 因此) 需通过债务重组# 转移支付的方式缓解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的短期财政压力) 并以此为基

础) 对不同地区展开全口径差异化债务管理* 一是根据当地国内生产总值 &@RB' 规模与社融增速进

行债务规模管控* 比如以当地 @RB规模作为债务规模上限# 以当地社融增速作为债券增速上限) 一旦

达限) 则严控债务新增* 二是对包括地方国企经营性债务在内的全口径债务展开监管* 根据地区总体

债务状况进行分主体# 分区域# 分债务品种的分类管理) 避免地方通过各种隐蔽形式新增地方政府隐

性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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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业 发 展#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应重点推进 #六个深度融合$

元利兴

!!摘要$ 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 是建设现代化国

家的物质技术基础&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物质支撑$ 近年来& 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理论研

究逐步深化& 政策框架不断完善& 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但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当前& 随着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 智能化( 绿色化( 融合化已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特征和发展方向$ 为

有效应对大国竞争加剧&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加速等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 加快破解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应重点推进 '六个深度融合)& 即加快推进智能制造和制造

业深度融合& 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 现代农业深度融合& 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 数字经济和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 实体经济和资源要素深度融合& 以及内外产业深度融合$

关键词$ 现代化产业体系!制造业!服务业!数字经济!实体经济

作者简介$ 元利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CDCE 年 K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强调) 现代化产业体

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 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提供坚强物质支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 近年来) 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就显著) 但仍存在产业结构失衡# 资

源要素与产业协同水平较低# 科技创新支撑能力不强) 以及国际竞争力亟待提升等一些突出问题* 为

有效应对当前大国竞争加剧#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加速等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 加快破解现代化产

业体系建设过程中的突出问题) 加快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充分保障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自主性和安

全性)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应重点推进 $六个深度融合%*

一# 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理论研究与建设取得的重要进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理论

研究逐步深化) 政策框架不断丰富完善) 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就*

!!)*!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应重点推进 )六个深度融合*

&一' 现代化产业体系理论研究逐步明晰深化

近年来) 国内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理论及其内涵研究逐步深化* 张辉 &CDGL' 认为) 现代化经济

体系是以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经济体系) 以现代科技进步为驱动# 资源

配置效率高效# 产业结构和产品质量不断升级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 高培勇等学者 &CDGM' 从现

代化经济体系相对应的角度提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从工业主导转向服务业主导) 产业内部结构从低端

转向高级化的产业体系* 徐建伟 &CDGM' 认为) 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要做好结构转换期的新旧

动能转换) 统筹处理好增速与结构# 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 一般要素与新技术# 局部突破与整体协

调# 内源提升与对外开放六大关系* 王芹娟 &CDGM' 认为) 现代化产业体系除了现代性# 创新性# 集

聚性# 开放性以及可持续性等基本特征外) 还具有信息化# 智能化# 融合化# 一体化等新一轮科技创

新的典型特征* 任保平和张倩 &CDCD' 认为)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指产业发展的新型化# 产业结构的高

级化# 产业发展的集聚化和产业竞争力的高端化)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坚持工业化逻辑*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后) 现代化产业体系成为理论界的研究热点) 许

多学者结合当前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变化) 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现代化产业体系

的相关理论* 赵祥 &CDCC' 认为)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符合当代技术进步趋势# 具有较强综合竞争力的

产业生态系统) 具有生产效率高# 产业功能强和可持续发展水平优的基本特征* 钞小静等 &CDCC' 认

为)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产业体系演进的高质量# 高水平状态) 是先进制造业# 现代农业# 现代服务业

协同发展) 大数据# 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等新兴技术与各类产业深度融合所形成的新型产业体系*

王薇和任保平 &CDCE' 认为)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适应新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演化方向) 以创新驱

动# 智能制造# 需求主导# 产业融合# 绿色低碳等为依托) 对传统产业体系的生产模式和技术经济范

式做出重大转换的现代化生产模式和组织运行系统* 孙智君等 &CDCE' 认为)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在结

构# 组织# 技术# 金融# 政策等层面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新型产业体系)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加快构

建现代化产业结构体系# 现代化产业组织体系# 现代化创新生态体系# 现代化金融体系* 杜传忠

&CDCE' 认为)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指充分利用现代化生产要素# 现代化技术# 现代化基础设施等建立

的产业体系) 其具有协同化# 数智化# 融合化# 低碳化# 开放化# 共享化等 $六化% 特征* 张于?等

&CDCE' 认为) 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了产业发展从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 规模逻辑和财富生产逻辑向

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本逻辑# 质量逻辑和安全底线逻辑的转变) 涵盖产业增长# 驱动要素# 产业创新#

产业结构# 产业布局# 产业组织# 产业政策等产业体系的多个维度) 以及目标立场# 价值导向# 主要

任务# 战略支撑和本质要求等中国式现代化的多项内容*

综上所述) 目前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定义# 内涵# 特征# 结

构# 要素# 发展逻辑# 建设路径和政策举措等方面*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个相对的# 动态演进的概

念) 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产业系统* 现代化产业体系理论研究将持续深化) 要深刻认识到现代

化产业体系理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必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总体指引下不断丰富完善*

&二' 现代化产业体系政策框架不断丰富完善

近年来) 党代会的报告#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等重要政策文件从不同角度对建设现代化产

业体系的政策框架# 重点内容和任务目标进行了深入阐述* CDGG 年 $十二五% 规划纲要提出) 发展

结构优化# 技术先进# 清洁安全# 附加值高# 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 CDGC 年党的十八大报

告提出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 CDGF 年 $十三五% 规划纲要提出) 加快构建创新能力强#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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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服务优# 协作紧密# 环境友好的现代产业新体系* CDGN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着力加快建设实体

经济# 科技创新# 现代金融# 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CDCC 年 E 月) $十四五% 规划和 CDEK 年

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 构建实体经济# 科技创新# 现代金融# 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CDCC 年 GD 月)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新时代新征程使命任务) 并明确提出 $建设现代化产业

体系%* 这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

由上可见) 党的十八大报告和 $十二五% 规划纲要从结构# 技术# 安全及效率等方面定义了现代

产业体系的建设框架和内容) $十三五% 规划纲要则从技术# 质量# 协同等方面定义了现代产业体系

的框架和内容) 党的十九大报告# $十四五% 规划纲要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并从资源要素协

同的角度定义了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框架和内容) 此时尚未明确提出现代化产业体系) 而是表述为现代

产业体系或现代产业新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正式提出了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明确了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具体目标和任务*

CDCE 年 G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打造自主可控# 安全可

靠# 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CDCE 年 K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时强调) 推进产业智能化# 绿色化# 融合化) 建设具有完整性# 先进性# 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

体系* 从技术发展# 产业协同# 产业安全等角度进一步丰富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理论框架和内涵* 未

来) 随着我国发展阶段和内外部环境的变化)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政策框架在实践探索中将会不断调

整# 丰富和完善) 并正确指导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方向和目标*

&三'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总体看) 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近年来取得较快进展) 产业体系更加完备) 规模优势不断巩

固) 结构持续优化) 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国际竞争能力和综合实力明显增强) 推动了中国制造加

速向中国创造转变) 制造大国加快向制造强国转变*

一是产业体系完整优势凸显* 当前) 我国已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

的国家) 形成了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 产业体系最为完备# 产业链配套能力全球领先的制造业生产体

系) 我国制造业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 我国已拥有 HG 个工业大类# CDN 个工业中类# FFF

个工业小类* 在全球 KDD 种主要工业产品中) 我国有 HDJ以上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 二是产业

规模优势不断巩固* CDCC 年)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RB' 达到 GCG 亿元) 全球占比约为 GLIGJ) 位居

世界第二. 我国工业增加值为 HDIC 万亿元) 较 CDCG 年增长 EIHJ.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为 EEIK 万亿

元) 占全球比重近 EDJ) 连续 GE 年位居世界首位*

" 三是产业体系结构持续优化* 传统制造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加快推进* 工业互联网已覆盖工业大类的 LKJ以上) 全国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

化率# 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增长至 KLIFJ和 NNJ*

# 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

快速增长) 先进制造业占 @RB的比重持续增加* CDCC 年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制造业# 装备制造业

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 GDIFJ# NIMJ)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 GKIKJ# EGILJ*

$ 战略

性新兴产业规模稳定扩大* CDCC 年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 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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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RB比重超过 GEJ) 形成了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其中国家

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HK 家) 集群产值超 CD 万亿元) 首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FF 家*

! 现代服务业

快速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持续提质升级)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加速融合) 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

现. 生活性服务业规模和质量快速提升* 四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明显提升* 我国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和

强度较快提升) CDCC 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达 EIDL 万亿元) 首次突破 E 万亿元大关) 比 CDCG 年增长

GDIGJ) 连续 N 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研发经费总量居世界第二位.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 CIKHJ) 排

名世界第三位*

" 我国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新进展) 基础研究投入大幅增加) 原始创新

取得新突破) 载人航天# 探月探火# 深海深地探测# 超级计算机# 卫星导航# 量子信息# 核电技术#

大飞机制造# 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新突破) 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五是数字经济发

展迅猛* 我国数字经济和数字产业规模稳步扩大) 数据资源领先全球)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动能不断增

强)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水平逐步深化) 数字经济推动经济增长转型作用明显增大* CDCC 年我国

数字经济规模达 KDIC 万亿元) 同比名义增长 GDIEJ) 总量稳居世界第二) 占 @RB比重提升至

HGIKJ* CDGF+CDCC 年) 我国数字经济年均复合增长 GHICJ*

#$

二#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 大国竞争加剧#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加速等新形势

新环境) 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 存在一些亟待破解的突出问题

虽然近年来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 但仍存在一些亟待破解的突出问题* 一是

产业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突出* 主要表现为"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脱节) 虚拟经济泡沫化严重. 投

资贸易结构失衡) 进出口不均衡) 主要以出口为主导) 对外投资不足. 市场不平衡) 国际市场依赖度

高) 国内市场发展缓慢. 区域发展不平衡) 东西# 南北# 沿海内陆发展差距较大. 开放结构不平衡)

以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为主) 制度型开放程度尚需进一步加强* 二是资源要素与产业协同发展水平

较低* 面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我国在优质人力资源# 先进科学技术# 现

代金融等要素资源支撑能力上还存在明显短板) 全要素生产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尚处在较低水平) 新

旧发展动能接续不畅. 要素资源自由流动受阻) 市场配置效率较低) 要素资源升级速度较慢) 高端要

素资源供给不足) 表现为高层次管理及科技人才总量不足) 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强# 水平不

高) 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服务能力不强) 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能力较弱* 三是科技创新支撑服

务能力不足* 科技部门与产业部门隔离) 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程度低) 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脱钩等造

成产业创新能力不强) 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受制于外部 $卡脖子%) 自主可控能力不足) 价值链话语

权较弱等问题) 制约了我国产业升级转型速度和质量) 削弱了我国产业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四是

国际竞争力较弱* 与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存在传统产业比重较大# 产能过剩严重) 战略性新兴

产业比重较小) 尚未成为主导产业) 未来发展受到技术# 人才等多方面限制) 以及高端生产性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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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不足等问题* 这些问题导致我国产业整体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 中高端制造业占比较低) 产业

整体国际竞争力亟待提高*

&二' 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创造的新机遇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快速演进及消费升级需求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创造了新机遇* 一方

面)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快速演进推动了新兴产业萌生和传统产业升级* 以互联网# 大数据#

K@# 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孕育新科技和产业的重大突破)

带动数字化# 智能化# 绿色化为特征的新兴产业发展*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各个产业领域呈现深度融合

发展态势) 正在引发现有产业体系的深刻变革) 形成新生产方式# 新产业形态# 新商业模式# 新组织

方式) 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另一方面) 新兴消费需求升级拉动新业态# 新模

式和新产业发展*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引发消费需求升级) 带动消费需求# 消费理念# 消费习惯的

巨大变化) 同时消费需求升级与技术产业变革带动产业融合发展趋势愈发突出) 各产业之间界限愈发

模糊) 产业融合# 跨界生产与服务成为主流) 必将带动新业态# 新模式和新产业的发展*

&三' 面临复杂严峻国际形势带来的新挑战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严峻) 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面临外部环境的巨大影响* 一是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全球动荡变革) 风险挑战增大) 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 单边主义# 保护

主义明显上升) 全球贸易摩擦和壁垒明显增多)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 全球性问题加剧) 世界进入新的

动荡变革期) 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面临巨大外部风险和不确定性* 二是面临美西方国家对我国进

行战略遏制的挑战* 美西方国家通过 $脱钩断链% $卡脖子% $小院高墙% $去风险% 等各种方式对我

国产业# 科技# 金融# 贸易等主要领域的打压遏制逐步升级) 强化其对核心产业技术的垄断控制) 围

堵遏制我国技术和产业链升级* 三是面临国际竞争的压力较大*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大力推进

$再工业化% 战略) 促进 $制造业回归%) 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发挥自身优势) 竞相加快推进本国工业

化进程) 全球产业结构和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加速)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国内产业向外转移) 面临高

端回流和中低端分流的 $双向挤压% 局面 &杜传忠) CDCC'* 因此) 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过程中)

要切实采取有效应对举措) 统筹安全与发展) 有效应对和化解各种风险) 打造自主可控# 安全可靠的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 推进要素# 产业# 商品# 市场内外深度融合发展)

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国际综合竞争力*

三#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应重点推进 $六个深度融合&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下) 抓牢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 有效应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 破解存在的突出问题) 服务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大任务) 也是支撑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赢

得大国竞争主动的迫切需要* 鉴于智能化# 绿色化# 融合化发展已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特征和

发展趋势) 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应重点推进 $六个深度融合%*

&一' 加快推动智能制造和制造业深度融合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演进) 智能化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特征和发展趋势*

智能制造是利用信息技术和智能化技术实现产业升级和智能化制造的高科技制造技术* 智能制造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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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球制造业变革的必然趋势) 引领着全球制造业发展变革的方向) 也是全球制造业科技创新制高点

和全球经济发展新引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

级) 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转变) 以 $鼎新% 带动 $革故%) 以增量带动存量) 促进

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 是建设现代

化产业体系的核心* 当前) 智能制造已成为实现制造业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发展) 从而推动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是新时代建设制造强国# 质量强国# 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的基础技术

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智能制造发展规模和水平稳步提升) 智能制造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并

逐步向多领域拓展) 智能制造与制造业融合水平明显提升) 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转型步伐

显著加快* 未来要进一步提升智能制造与制造业融合的深度和广度) 推动制造业以增量带动存量) 推

进我国制造业发展战略变革# 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 提高制造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实现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 一是要提升智能制造发展质量* 加快突破工业机器人# 工业互联网# 工业软件# 人工智

能# 智能装备等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 创新拓展智能制造新模式新业态) 提升智能制造对制造业优化

升级的科技供给能力和基础支撑能力) 培育壮大高端智能装备# 工业机器人# 工业软件# 增材制造等

新兴产业* 二是要提升存量创新发展水平* 以智能制造赋能传统制造业) 通过建设数字化车间# 智能

工厂# 互联工厂等智能制造新模式推进传统制造产业模式# 组织模式变革) 通过嫁接大规模个性化定

制# 全生命周期管理# 网络协同制造# 远程运维服务# 云平台等智能制造新业态) 促进传统制造业业

态创新) 推动传统制造业创新升级* 三是扩大新兴产业增量规模* 加快推动高端装备制造# 工业机器

人# 工业互联网# 人工智能等智能制造重点领域与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技术# 新能源# 新材料# 高

端装备# 新能源汽车# 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 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深度融合) 大力培

育新兴产业链供应链)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聚发展 &元利兴) CDCE'* 通过充分发挥智能制造

对制造业变革的支撑引领作用) 强化智能制造与产业的融合创新功能) 引导制造企业数字化升级和关

键环节数字化改造) 提升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 推进制造业全方位现代化转型升级) 夯

实实体经济根基) 加快建设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

&二' 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 现代农业深度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强调) 坚持三次产业融合发展) 避

免割裂对立* 当前) 以互联网# 物联网# 大数据# K@# 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已渗透融入到现代服务业# 先进制造业# 现代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集

成功能能够有效促进跨产业深度融合) 实现一二三产业间业务关联# 链条延伸# 技术渗透# 要素整

合) 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 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发展) 这也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特征

和重点任务* 近年来) 在国家政策支持引导下) 我国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 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步

伐明显加快* 工业设计服务# 定制化服务# 供应链管理# 共享制造# 全生命周期管理等服务型制造和

制造型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制造业服务环节增值占比持续提高) 服务型制造发展水平明显提

高) 发展服务型制造和制造型服务已经成为制造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汉权# 洪群联等)

CDCG. 服务型制造研究院) CDCE'* 现代服务业已经贯穿农业生产# 加工# 物流# 营销# 服务等全产

业链) 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中与服务业关联度最高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稳步增长) 现代服务业已

经成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进一步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 现代农业深度融合* 一方面) 要加快推进生产型服务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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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 促进科技研发# 工业设计# 工业软件# 物流服务及金融服务等高端生产性服务

业与先进制造业全产业链深度融合) 培育壮大科技服务# 工业设计服务# 定制化服务# 供应链管理#

共享制造# 全生命周期管理# 总集成总承包# 节能环保服务# 生产性金融等服务型制造和制造型服务

新模式新业态) 培育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 $两业融合% 产业集群)

推动构建优质高效的现代服务业新体系 & 服务型制造研究院) CDCE'* 另一方面) 要加快推动现代服

务业与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发展) 提升现代服务业对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能力* 以现代服务业推

进现代农业产业链融合创新升级) 加快培育壮大农产品物流# 电子商务等现代农业服务业) 支持培育

农业服务公司# 农民合作社#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供销合作社# 服务专业户等专业化多元化的现代化

农业服务主体) 创新现代农业服务模式) 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提档升级# 提质增效. 同时) 深度融合

先进科技要素) 提升农业科技# 生产装备和设施水平) 加快提升农业现代化发展质量*

&三' 加快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新型工业化) 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新型工业化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

实现制造强国目标的重要路径) 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是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集中体现) 是

数实融合发展的重点领域) 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优化经济结构# 转换增长动力的重要抓手) 是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方向和路径* 近年来) 我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政策体系不断健全) 融合基础设施

逐步完善) 融合水平显著提高) 融合生态加速构建) 有效推动了信息技术在制造业的广泛应用) 促进

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进一步加快提升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深度与广度) 一是要加快培育新型智能产品# 数字化管

理# 平台化设计# 智能化制造# 网络化协同# 个性化定制# 服务化延伸等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 二是

要加快工业互联网# 物联网# K@# 千兆光纤网络# 大数据# 云计算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筑牢融合发

展新基础. 三是要加快原材料# 装备制造# 电子信息# 绿色制造# 安全生产等重点行业领域数字化智

能化转型步伐) 持续提高行业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水平. 四是要通过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智能化

升级) 带动产业链# 创新链# 人才链# 价值链深度融合) 培育跨界融合新生态) 加快打造形成数据驱

动# 软件定义# 平台支撑# 服务增值# 智能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四' 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打造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速度明显加快) 数字产业化和

产业数字化保持稳步增长* CDCC 年) 我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规模分别达到 MIC 万亿# HG 万亿

元) 占数字经济比重分别为 GLIEJ和 LGINJ. 数字经济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升) 数字经济全要素生

产率从 CDGC 年的 GIFF 上升至 CDCC 年的 GINK) 对国民经济生产效率提升起到明显的支撑# 拉动作用*

数字技术已快速融入到制造业全产业链) 数字技术为制造业提供了基础技术支撑) 带动了制造业创新

升级转型) 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引擎) 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

!

要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一是提升传感器# 量子信息# 网络通信# 集成电

路# 关键软件# 大数据# 人工智能# 区块链# 新材料等战略前沿技术创新能力) 提升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竞争力. 二是加快推进制造业# 服务业# 农业等产业数字化转型) 推进产业组织模式# 企业生产管

理方式# 社会就业方式等方面的创新变革) 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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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 实现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创新发展)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三是着力强化对产

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造) 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各个环节数据畅通) 带动上下游环节之间

资金# 人才# 技术# 信息高效流动) 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转型. 四是加快提升数字经济和实体经

济融合的深度与广度) 深化制造# 矿山# 能源# 物流# 医疗等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培育数实融

合的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 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夯实实体经济的根基) 加快推进数字强国建设*

&五' 加快推进实体经济和资源要素深度融合

$十四五% 规划及 CDEK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 构建实体经济# 科技创新# 现代金融# 人力资源协

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深刻阐释了发展实体经济与资源要素之间的协同互动关系) 强调了推动科

技# 金融# 人力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 当前)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导形态) 数据

信息作为新型生产要素) 是推进新型工业化) 推动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 做强做优做大数

字经济) 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以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基础支撑* 因此) 数据

信息已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资源要素之一* 近年来) 我国数字资源规模快速增长) 资源优势逐

步凸显*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 &CDCC 年'- 显示) CDCC 年我国数据产量达 LIG 泽字节 &bT') 同比增

长 CCINJ) 全球占比达 GDIKJ) 位居世界第二* 截至 CDCC 年底) 我国数据存储量达 NCHIK 艾字节

&QT') 同比增长 CGIGJ) 全球占比达 GHIHJ*

!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加快制造强国# 网络强国和数字强国建设) 要充分发挥我国海量数据信息的

优势) 激活数据信息要素资源潜能) 提升其要素资源支撑能力* 为此) 应加快构建实体经济# 科技创

新# 现代金融# 人力资源# 数据信息协同融合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一是尽快降低实体经济部门生

产成本) 提高收益率) 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 提升资源要素的现代化水平) 增强资源要素对

实体经济的基础支撑能力) 重点提升科技创新对实体经济的引领能力) 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

人力资源对实体经济的保障能力) 数据信息对实体经济的基础支撑能力* 二是通过数实深度融合) 实

现产业链# 创新链# 资金链# 人才链# 数据链之间的无缝对接和深度融合)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资金链# 人才链和数据链) 推动形成实体经济# 科技创新# 现代金融# 人力资源# 信息数据要素资源

协同融合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三是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市场和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 促进商品# 服

务# 资本# 人员# 信息等资源的高效有序流动和充分竞争) 实现以技术和人才为主导的内生性增长*

&六' 加快推进内外产业深度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优化生产力布局) 推动重点产业在国

内外有序转移) 支持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 促进内外产业深度融合) 打造自主可控# 安

全可靠# 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近年来) 我国内外产业融合水平稳步提高) 内外贸# 吸引外资

和对外投资增长较快* CDCC 年我国外贸进出口规模质量效益同步提升) 全年货物贸易进出口额达到

HCIDN 万亿元) 同比增长 NINJ) 已成为 GHD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连续 F 年保持全球货物

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

CDCC 年吸引外资达到创纪录的 GLMG 亿美元) 同比增加 KIDJ.

# 全行业对外直

接投资 GHFK 亿美元) 同比增长 DIMJ. 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均位居世界前列*

$

!!*'!

!

"

#

$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 &CDCC 年' - )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站) CDCE 年 K 月 CE 日*

数据来源" 海关总署*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CDCE 世界投资报告- )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网站) CDCE 年 N 月*

数据来源" 商务部# 国家外汇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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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应推进内外市场# 资源# 产业深度融合) 助力内外

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畅通国内国际循环) 加快构建自主# 开放# 安全# 协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一是

通过充分挖掘国内庞大规模市场潜力) 提升国内市场有效需求能力) 增强国内市场规模) 构建全国统

一商品和要素大市场* 畅通国内市场循环) 推进资源要素# 商品和服务高效流动和充分竞争* 通过短

板产业补链# 优势产业延链) 传统产业升链# 新兴产业建链)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 促进内

部产业良性循环) 增强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力) 保障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的自主性# 完整性和安

全性* 二是积极构建开放型现代化产业体系) 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开放性* 坚持 $引进来% 和 $走出

去% 并重) 推动产业# 要素# 商品在国内外之间有序流动转移) 提升 $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 联动循

环能力* 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 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高效吸引集聚利用全球先进的技术# 资

本# 人才# 数据等要素资源) 提升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整合控制能力) 构建以我为主# 高度开放的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三是加速推动由要素成本型融合向制度规则型融合转变) 通过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对接融合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 提升产业# 经贸# 投资等领域融入国际市场的规模和质量* 四是支持

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的垂直分工与横向合作) 促进内外产业深度融合* 巩固传统产业优势) 培育壮

大新兴产业) 助推出口产品和品牌升级*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和安全性) 提高现代化产业体系内

外协调性) 助力打造自主可控# 安全可靠# 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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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粮食安全!

理论指引" 时代价值与战略路径!

林炜炜!景!策

!!摘要$ 粮食安全是关乎国计民生的 '国之大者)& 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粮食安全面临的风险挑战和复杂形势& 深刻指出 '只有把牢粮食安全主动

权& 才能把稳强国复兴主动权)& 对保障粮食稳定安全供给(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等作出战略部署$ 本

文从国际国内两个视角梳理了粮食安全的理论内涵&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再生产理论构建粮食

安全的理论框架& 阐述新时代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保障粮食安全的时代价值& 总结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保障粮食安全取得历史性成就& 研判新时代新征程上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国内外挑战& 从战

略底线( 战略平衡( 战略举措( 战略保障分析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导向& 研究提出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原

则与路径$

关键词$ 粮食安全!新安全格局!新发展格局!农业农村现代化

作者简介$ 林炜炜&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景!策&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科员$

!!粮为民本) 保障粮食安全事关国运民生*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 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坚实支撑* 受百年变局# 世纪

疫情# 乌克兰危机和自然灾害等叠加影响) 全球粮食安全形势更加复杂严峻) 粮食安全成为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中必须守好的底线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 要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主动塑造于我国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 更好维护开放安全) 推动发展

和安全深度融合* 新时代新征程上) 我们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 主动塑造于粮食安全有利的外

部环境) 促进粮食领域发展和安全的深度融合) 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一# 保障粮食安全的理论指引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 我们党始终坚持理论指导实践# 理论来源于实践的准

则) 着眼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 持续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互促发展* 保障粮食安全不

!!*)!

!

本文为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0三农( 工作的重要论述的时代特征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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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还是粮食安全实践经验与理论探索融合的结晶*

&一' 粮食安全的理论内涵

粮食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商品) 是事关国家独立# 政治稳定# 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战略

物资 &刘恩东) CDGH'* 从狭义上看) 粮食包括小麦# 稻谷# 玉米等在内的谷物# 豆类和薯类. 从广

义上看) 粮食不仅包括粮# 油# 肉# 蛋# 奶等重要农产品) 还包括以这些农产品为原料制成的食品*

粮食安全具有相对性和特殊性) 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对粮食安全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

G7国际视角

国际社会在生产# 分配# 交换# 消费各环节不断丰富发展粮食安全的内涵) 并逐渐与 $营养安

全% 的概念交汇深化* GMHE 年) HH 个国家在联合国粮食与农业会议上提出粮食和农业 $免于匮乏的

自由%) 承诺建立一个有关粮食和农业的常设组织) 以消除饥饿# 促进营养福祉并提高农业生产率*

GMHK 年) 联合国粮农组织 &068' 正式成立) CD 多个国家签署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章程-* 由于

出现了世界性粮食危机) GMNH 年召开的世界粮食大会提出了粮食安全概念) 认为要满足粮食安全就必

须要保证在全球或区域内) 每个人在每个时间点都可以获得一定量的粮食) 从而确保人类的生存和健

康 &胡红帆) CDDD'* 068相关专家后续不断完善粮食安全的概念) 加入了购买力因素和质量安全因

素* GMMF 年)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又增加了消费需求因素) 将粮食安全与营养安全的内涵融合研究)

$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和经济上获得足够# 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 来满足其积极

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求及食物喜好时) 才实现了粮食安全% &吴正海等) CDDM'* ,CDCE 年全球粮食危

机报告 &@#0*'- 提出粮食安全的四个维度) 即粮食供应# 粮食获取# 粮食利用和粮食稳定) 阐述了

粮食在市场中由生产者向消费者流通的过程以及消费者利用粮食转化为个人健康等指标*

C7国内视角

自古以来) 由于人口众多# 土地资源稀缺) 我国长期面临着粮食供给不充分的严峻形势* 新中国

成立后) 因食物匮乏造成人民饥饿和营养不良) 当时粮食安全保障主要集中于粮食自给# 产量提升)

解决 $吃不饱% 的问题* GMMH 年) 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布朗提出 $谁来养活中国% 的问题) 认为

$随着中国人口的继续增加以及中国人民饮食结构的转变) 中国必将出现粮食短缺) 进而造成世界性

的粮食危机% &Y#T(+a,) GMMH') 此观点引发了中国粮食安全的世界威胁论* GMMF 年 ,中国的粮食

问题- 白皮书发布) 提出 $立足国内资源) 实现粮食基本自给) 是中国解决粮食供需问题的基本方

针% &国务院新闻办) GMMF'* 进入 CG 世纪) 在粮食总量基本平衡# 丰年有余的背景下) 质量安全开

始被关注) 在 $吃得饱% 的基础上实现 $吃得好%*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立足于国情# 世情# 农情# 粮情) 提出了 $确保谷物基本自给# 口粮绝对安全% 的新粮食安全观) 确

立了 $以我为主# 立足国内# 确保产能# 适度进口# 科技支撑% 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国务院新闻

办) CDGM'* 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准确把握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内涵提供了重要依据*

国内专家学者对粮食安全的内涵也进行了深入研究* 王国敏# 张宁 &CDGK' 提出现代国家粮食安

全要保证数量安全# 质量安全# 生态安全* 宋洪远 &CDGF' 从宏观# 中观# 微观研究粮食安全) 认为

国家层面要保证粮食自给率) 城市层面要提高粮食可获得性) 家庭层面要让低收入人群能够买得起粮

食* 王宏广 &CDCD' 将粮食安全分为 GID+HID 四个阶段) 分别是数量安全# 经济安全# 质量安全以

及技术# 生态# 社会安全* 何可# 宋洪远 &CDCG' 认为粮食安全不仅包括粮食产量# 粮食质量# 粮食

品种结构# 粮食营养结构) 还包含粮食供应的有序性和持续性以及粮食产业的多功能性* 综上所述)

保障粮食安全) 既要确保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 又要最大限度地稳定粮食供应) 还要确保所有需要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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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粮食安全的理论框架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资料自制而得$

食的人都能获得粮食) 即粮食的可及性# 可获得

性# 可用性和稳定性*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从供给

侧要保数量# 保质量# 保多样 &唐仁健) CDCG ')

从需求侧要满足品质需求# 营养需求# 健康需求)

从需求侧对食物来源和加工等供给侧提出了更高要

求) 从而拉动食物供给侧结构变化*

&二' 粮食安全的理论框架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为无产阶级政党粮食安全

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 马克思历来重视人类社会最

基本的物质生产) 他在 ,资本论- 中提出) $粮食

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的条

件%. 恩格斯从人类生存和民族发展的高度强调粮

食安全的重要性) 并从粮食生产# 储备和贸易等环

节对粮食安全进行深刻剖析 &马克思# 恩格斯) GMMK'*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以社会再生产的

四个环节说明劳动生产的不同阶段及有关特征) 粮食安全也存在于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生产#

分配# 交换# 消费 &见图 G'* 基于此) 要厘清粮食安全的三对关系" 供给与需求# 商品属性与价值

传递# 市场机制与政府管理*

G7粮食安全体现在粮食供需结构的平衡

从供给侧来看) 粮食的生产与分配决定了粮食供给结构* 一方面) 高附加值作物与口粮谷物的种

植结构要平衡* 坚持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

确保我国粮食供给数量充足* 另一方面) 粮食自给自足与依赖进口的来源结构要平衡* 坚持 $立足国

内% 与 $适度进口%) 确保我国粮食供给渠道稳定* 从需求侧来看) 粮食的交换与消费构成了粮食需

求结构* 一方面) 粮食流通体系要畅通* 坚持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硬件和软件建设) 发展流通新技

术新业态新模式) 完善流通领域制度规范和标准) 确保粮食交换的 $民生链% 畅通* 另一方面) 等价

交换保障粮食消费要稳定* 坚持以服务宏观调控# 调节稳定市场# 应对突发事件和提升国家安全能力

为目标) 强化内控管理与外部监督) 实现粮食储备管理体系动态跟进# 持续调控) 抵御外部大宗商品

价格变动风险) 保障国内消费需求同供给均衡稳定*

C7粮食安全体现在粮食商品价值循环的平衡

从商品属性来看) 粮食具有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双重属性 &杨少文# 熊启泉) CDCE'* 在粮食社

会再生产过程中) 生产与消费环节侧重于私人物品的排他性# 竞争性) 体现在粮食产量影响的价格机

制. 分配与交换环节则侧重于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 体现在人人享有的粮食权以

及政府和市场对粮食的再分配* 从价值传递看) 粮食在市场的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实现了价值增值) 在

分配与交换过程实现了价值转移* 宏观上) 粮食在分配与交换过程中) 基于 $粮食+货币% 的等价交

换体系) 实现了价值从人民创造到流入政府) 经政府再分配给人民的物质转移) 实现以粮食为载体的

再分配目的* 中观上) 粮食产业创造的价值与使用价值通过交换实现向第二# 第三产业的转移* 微观

上) 粮食从生产到消费环节中的价值增值流入各类主体) 实现了生产力与劳动力创造价值的传递与转化*

E7粮食安全体现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平衡

在市场机制层面) 粮食是在市场中 $产# 供# 销% 循环的非公共商品* 粮食生产资料包括耕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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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 水资源# 化肥等要素) 是直接影响粮食产能的主要因素. 粮食流通涉及粮食收购# 储存# 运

输# 加工以及销售等各个环节) 是实现从田间到餐桌# 从产区到销区# 从工厂到超市的流转过程) 是

连接粮食生产和消费# 直接影响粮食供给数量和质量的重要保障* 在政府管理层面) 粮食是满足人民

所需# 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 政府要保障人民获得粮食的基本权利) 畅通获得粮食的各类渠道) 履行

消除贫困与饥饿的社会职能* 基于国家粮食储备管理体系) 政府购买一定规模的粮食用以应急储备#

再次分配等) 通过政府行为将粮食流通到个人或组织) 确保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粮食产业链的生产安

全) 体现粮食作为公共产品再分配机制*

二# 保障粮食安全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实现经济发展# 社会稳定# 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 保

障粮食安全) 既是立足农业领域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主动选择) 也是迈上新征程推动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对于增进民生福祉#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满足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具有重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

&一' 保障粮食安全是构建新安全格局的基本要素

粮食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基础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农业保的是生命安全# 生存安全) 是

极端重要的国家安全*

" 生存安全方面) 粮食安全是满足生存需求的直接体现* 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

生存需求是个体最低层次的需求) 若生存需求无法满足) 追求更高层次发展则无从谈起* GFME+GFMH

年的法国饥荒造成 CDD 万人死亡) CD 世纪 ND 年代亚洲营养不良人口达到 NIM 亿人) CDGM 年全球近

FIM 亿人正在遭受饥饿) CDCC 年世界两大 $粮仓% 冲突加剧了世界粮食危机* 经济安全方面) 粮食安

全事关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 种子# 饲料# 农机价格震荡将直接影响粮食产能) 粮食减产容易引起粮

食市场价格升高) 导致出现经济萧条# 物价飞涨等恶性通货膨胀现象) 甚至造成舆情压力或引发社会

冲突* 政治安全方面) 粮食安全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因素* 历朝历代农民起义大多数因饥饿直接引

发* 新中国成立以来)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新粮食安全观# 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对于促进社会稳定#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

大政治意义*

&二' 保障粮食安全是保障新发展格局的强大动力

粮食安全与内外部环境变化相互依存# 相互影响* 从国内大循环看) 粮食安全是确保国内粮食经

济循环畅通的重要支撑* 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注重提高粮食供给体系的质量) 以需求的引导来增加供

给) 以供给的创新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进而实现粮食供需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通过补齐粮食产业

链供应链短板弱项) 提高粮食国际竞争力) 增强对国际循环的吸引力# 推动力* 从国内国际双循环

看) 粮食安全是积极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的坚强保障* 当前) 全球粮食安全面临多重威胁和挑战) 粮

食安全格局变得更加复杂) 在全球粮食产量持续上升的趋势下) 仍有近 G"GD 的人口遭受饥饿* 受全

球化逆流# 自然灾害频发# 战争冲突等影响) 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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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CDGE 年 GC 月 CE 日' )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 中央文献出版社) CDGH

年*

习近平"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 ,求是- ) CDCE 年第 F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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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掌握全球 LDJ粮食贸易的四大粮商的进出口贸易传导至国内) 加强粮食自给自足能够抵御国

际农产品市场波动的风险* 通过利用好 $两个市场% ) 在畅通国内粮食经济大循环的基础上) 坚持

$适度进口% ) 利用世界农业资源和国际粮食市场拓展空间) 缓解国内资源环境压力和生产的结构

性矛盾*

&三' 保障粮食安全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基石

抓农业农村工作) 首先要抓好粮食生产* 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不平衡不充分在农业农村) 粮食问

题是发展农业农村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一方面) 粮食安全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关键所在* 粮食生产

实现自给自足并具有国际竞争力) 是我国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的重要标志 &李静) CDCG'* 只

有推动粮食增产增收) 提高粮农收入) 确保农民种粮积极性) 才能持续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实现农业

现代化* 粮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即延伸产业链# 打造供应链# 提升价值链) 越来越多的 $大粮仓%

变成 $大厨房%) 形成大食物# 大流通# 大市场 &刘云) CDCD') 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安全的能力与水

平* 另一方面) 粮食安全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是产业振兴) 粮食则是

农业产业中最核心的产业) 我国粮食供需将长期处于紧平衡态势) 以需求为牵引推进粮食产业供给侧

结构性调整) 使生产力更适应生产关系) 能够推动城乡更均衡# 更协调# 更高质量发展) 对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四' 保障粮食安全是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必然要求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 粮食问题是最大的# 最基本的民生问题) 解决好粮食问

题是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最根本# 最直接体现* 当前)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随着城乡居民收入#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 人民膳食消费结构将更加多元化) 人民对粮食的需求已经从数量逐渐转变为质量# 营养# 健康

等* 我国用实际行动给出 $谁来养活中国% 的响亮回答) 以占世界 MJ的耕地# FJ的淡水资源) 养

育了世界近 G"K 的人口)

! 实现了从新中国成立前 H 亿人 $吃不饱% 到今天 GH 亿多人 $吃得饱% $吃

得好% 的历史性转变) 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体现了我们党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

位置的崇高情怀* 同时) 保障粮食安全# 稳定提高粮农收入) 确保粮农在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不掉

队) 对于增进民生福祉#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 新时代我国保障粮食安全取得历史性成就及面临新形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粮食产量稳步上升) 政府储备充裕) 市场供给与价格稳定) 逐步建立管理

体系全# 应急能力优# 可持续性强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满足了我国经

济社会稳定发展的战略之需# 民生之要* 但是) 在建设农业强国的新征程上) 国内外宏观经济和粮食

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一' 我国保障粮食安全取得的成就

近年来) 中央一号文件连续聚焦 $三农%) 制定出台了粮食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建立

了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责任体系) 我们牢牢守住了 GL 亿亩耕地红线) 粮食生产设施# 生产要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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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水平逐步提升) 粮食生产# 流通# 供给# 贸易不断增强) 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更加有力*

G7粮食生产基础稳固# 持续扩产

十多年来) 各地方各部门全力抓稳抓好农业生产) 以 $稳耕地# 攻单产# 争增产% 为目标 &刘

慧) CDCE') 夯实大国粮仓的根基) 不断巩固粮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提高粮食产业韧性和粮食市场

稳定性) 保障了谷物基本自给# 口粮绝对安全) 依靠自己的力量端稳中国饭碗* 一是产能基础更加稳

固*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 粮食主产区# 主销区# 产销平衡区的面积产量稳步增长* 根据

自然资源部数据) 截至 CDCC 年底) 我国耕地面积达到 GMIGH 亿亩) 较 CDCG 年末净增 GED 万亩左右*

全国建成高标准农田累计已超 GD 亿亩) 稳定保障了 G 万亿斤以上的粮食产能*

!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

系数从 CDGC 年的 DIKGF 提高到 CDCC 年的 DIKNC)

" 水稻# 小麦# 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达到

HGIEJ

#

* 粮食播种面积从 CDGC 年的 GGGCFN 千公顷增加到 CDCE 年的 GGLMFM 千公顷)

$ 增长 FIMCJ*

二是 $科技 U良种% 助力粮食增产丰收* 全国现代设施种植面积达到 HDDD 万亩) 占世界设施农业总

面积的 LDJ以上*

%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分别从 CDGN 年的 KCIKJ#

FNICJ提升到 CDCC 年的 FCIHJ# NEJ*

&

CDCC 年) 我国国家级制种基地总数量达到 CGF 个) 保障了

NDJ以上用种需要*

' 目前) 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高于 MKJ) 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

过 MFJ) 培育的 $良种% 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近半) 小麦# 水稻# 玉米三大主粮基本实现良种全覆盖*

三是粮食产能持续增加* 总产能方面)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CDCE 年底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 FMKHG 万

吨) 较 CDGC 年增加 GDKLH 万吨) 共增长 GNIMKJ &见图 C') 年均增长率为 GIFJ* 自 CDGC 年起) 人均

粮食产量持续保持在 HKD 公斤以上) 远高于 HDD 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线* 谷物自给率一直保持在 MKJ以

上) 水稻和小麦完全自给) 总体保障了我国 GH 亿多人口的口粮安全* CDCC 年人均粮食产量达到了 HLFIG

公斤) 较 CDGC 年增长 NIKCJ* 单产量方面) CDCE 年我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达到 KLHK 公斤"公顷) 每公顷

产粮较 CDGC 年增长 KHF 公斤)

( 特别是稻谷# 小麦和玉米三大粮食品种单产显著增加*

C7粮食流通更加顺畅# 储备充足

十多来) 我国始终坚持保护农民利益与探索市场化改革双向发力) 稳妥推进粮食收储制度改革)

多元市场主体购销格局基本形成) 粮食产销关系更加顺畅) 粮食仓储设施# 运输工具和集装设备高效

匹配与共享共用能力不断增强) 确保 $运得走% $供得上%* 一是粮食流通体系不断完善* 节点支撑#

枢纽引领# 通道顺畅的粮食物流骨干网络已初具规模) $两横六纵% 八大跨省粮食物流要道畅通) 陆

路与水路相协调的粮食流通格局基本形成) 原粮散粮运输# 成品粮集装化运输比重大幅提高) 粮食物

流效率和产业延伸与协同水平不断提升) 我国粮食物流总量# 省内和跨省粮食物流量稳中有升* 二是

粮食储备更加充足* 建立现代粮食储备制度框架) 确立粮食储备的核心作用) 调节粮食市场的吞吐供

给) 多点发力盘活与新建粮食仓储设施) 推广并运用先进储粮技术) 粮食仓容规模不断增加) 全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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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部" ,全国耕地面积达 GMIGH 亿亩!连续第二年实现总量净增加- ) 央视新闻客户端) CDCE 年 E 月 H 日*

高蕾" ,水利部" 我国水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升- ) ,中国青年报- ) CDCE 年 M 月 CF 日*

农业农村部" ,对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 KLDH 号建议的答复摘要- ) 农村农业部网站) CDCE 年 L 月 CC 日*

国家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关于 CDCE 年粮食产量数据的公告- ) 国家统计局网站) CDCE 年 GC 月 GG 日*

常钦" ,目前全国现代设施种植面积达到 HDDD 万亩+++发展设施农业!丰富食物供给- ) ,人民日报- ) CDCE 年 L 月 K 日*

郑栅洁" ,国务院关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工作情况的报告+++CDCE 年 L 月 CL 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

会议上- ) 中国人大网) CDCE 年 L 月 CL 日*

农业农村部" ,我国国家级育制种基地增加到 CGF 个- ) 农村农业部网站) CDCC 年 H 月 GK 日*

国家统计局" ,农业发展成就显著!乡村美丽宜业宜居+++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 ) 国家统计局网

站) CDCC 年 M 月 GK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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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和播种面积趋势图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准粮食仓库完好仓容近 N 亿吨) 总体条件跻身世界先进水平*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当前我国粮食库

存消费比超过 KDJ) 远超过 068的粮食安全警戒线 &GNJ')

! 特别是小麦# 水稻# 谷物等口粮库存

一直处于高位) 粮食储备实现数量充足# 质量良好# 储存安全* 三是粮食监测和应急体系逐步健全*

健全粮食市场监测预警体系) 精准落实粮食市场调控措施) 加强粮食供应保障网络建设) 应急加工配

送体系进一步完善* 目前) 我国的中央# 省# 市# 县四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已初步形成) 应急供应网

点遍布城乡街道社区) 形成 $全国粮食 GEK 应急保障圈%*

E7粮食供给结构优化# 节约减损

十多年来) 我国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食物供给结构和质量明显改善) 全链条节粮减

损深入实施) 食物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 $无形良田% 逐步增进) $大食物观% 牢固树立) 不断满

足了人民群众对食物消费结构升级和营养充足均衡的需求* 一是供给结构不断优化* 粮食产业发展中

面临的质量不优# 层次不高等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粮食品种结构持续优化# 品质不断提升) 促进供需

平衡向更高水平迈进) 大力保障了消费端 $吃得饱# 吃得好%* 依托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 优质粮食

工程的蓬勃发展) 优质# 绿色# 安全粮油产品供给能力不断增强* ,中国农业展望报告 &CDCE+

CDEC'- 显示) CDCC 年我国蔬菜总产量为 NIMG 亿吨) 比上年增长 CIDJ* 二是食物营养供给更为充

足* 我国平均膳食能量充足率持续上升) 从 CDDG 年的 GGKJ到 CDGC 年的 GCKJ) 再到 CDCG 年的 GENJ

&见图 E'* 体重过低和发育迟缓的儿童占比显著降低) 其中) 发育迟缓的儿童占比从 CDDD 年的

GMIMJ降至 CDGC 年的 NIFJ) CDCC 年持续降至 HIFJ &见图 H'* 三是深入开展光盘等粮食节约行动广

泛推行* 树立 $节约减损就是增产% 的理念) 深入开展了爱粮节粮# 厉行节约# 制止餐饮浪费系列行

动) 营造了爱护粮食# 浪费可耻# 节约光荣的良好氛围*

H7粮食贸易规模扩大# 合作密切

十多年来) 我国农业对外合作规模持续扩大# 平台抓手不断增多) 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倡议和活

动) 签署了粮食和农业多双边合作协议) 在农业种植的 $生产端%# 粮食仓储的 $调节端%# 农业机

械及农产品加工的 $技术端% 等领域深入合作) 向欠发达国家实施援助项目* 一方面) 粮食国际贸易

规模不断扩大* 我国农产品进出口额从 CDGC 年的 GNKNIF 亿美元增长至 CDCC 年的 EEHEIC 亿美元 &见

!"!%!

!

张燕" ,全球粮食危机离我们有多远/- ) ,中国经济周刊- ) CDCC 年第 GH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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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年平均膳食能量供应充足率 !-"

数据来源# 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 !0684<6<"$

图("#$$$%#$##年体重过低和发育迟缓儿童占比 !-"

数据来源# 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 !0684<6<"$

图)"#$!#%#$##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额 !亿美元"

数据来源# 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 !0684<6<"$

图 K') 我国农产品市场对外开放的规模持续提

升* CDGC+CDGM 年) 农作物及牲畜进口贸易额

趋于平稳) 年平均进口额为 NLIEK 亿美元.

CDCD+CDCG 年大幅增加) CDCG 年农作物及牲畜

进口额达到 CCDIFC 亿美元 &见图 F'* ,CDCE 年

中国进口食品行业报告- 显示) CDCC 年中国进

口食品总额 GEMFIC 亿美元) 同比增长 EIGJ.

CDGE+CDCC 年 进 口 额 年 均 复 合 增 长 率 达 到

GCIEJ* 068数据显示) 中国是全球蔬菜出口

量第一的国家) 占世界蔬菜出口总量的 GHJ*

另一方面) 国际合作机制与平台影响力扩大* ,金砖国家农业合作行动计划 &CDCG+CDCH'- 提出) 逐

步建立长期稳定的农产品贸易渠道) 促进农产品贸易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 不断深化南南合作* 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 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QB' 国际采购交易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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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年我国农作物及牲畜进口

""贸易额 !亿美元"

数据来源# 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 !0684<6<"$

等成为联通中外农产品贸易的大平台# 大引擎*

CDCE 年召开的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 来

自 GDH 个国家的 GDNF 家企业参展食品及农产品展

区) 参与国别和企业来源最广# 数量最多) 国际

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 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

提升*

&二' 我国粮食安全面临新挑战

当前)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我国发展

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 不确定难预料因

素增多的时期) 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

全球农产品贸易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强* 面

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宏观经济和粮食安全形势) 有必要在新时代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背景下

对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进行重点研判*

G7全球范围" 粮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粮食安全是事关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

! 近年来) 全球饥饿人口数量居高

难下) 部分发展中国家仍有较大比例人口遭受饥饿) 实现联合国 CDED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零饥饿%

目标仍面临巨大挑战* 一是碳交易# 极端天气等加剧全球粮食危机* 为了达到碳达峰碳中和对温室气

体排放的要求) 全球多国实施了碳交易和生物燃料等措施) 而玉米# 大豆等粮食产品正是重要的生物

质能源原料) 可部分替代由石油制取的汽油和柴油* 比如) 美国直接使用 HDJ左右的大豆油和 KDJ的

巴西甘蔗来充当生物燃料) 导致用于口粮的粮食作物比例明显下降) 再加上自然灾害影响全球玉米和

其他农作物的产量) 全球粮食安全风险不断攀升* 二是地缘政治冲击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 由于近

KD 个国家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小麦有进口依赖) 其依赖程度达到 EDJ)

" 乌克兰危机等国际局势的不

确定性加剧了全球粮食价格高涨) 粮食问题在新型国际竞争中被工具化) 逆全球化对农产品价格带来

冲击) 导致农产品超额储备增多* 此外) 我国部分农产品进口依存度大# 粮食进口来源高度集中# 粮

食运输通道较为单一# 国际粮食市场话语权弱) 粮食风险将进一步加大* 三是粮食生产关键核心技术

封锁加剧* 我国大型农机对外依存度高) 高端仪器高度依赖进口) 整机进口农机# 农产品加工设备等

的芯片多由国外提供* 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加剧了粮食贸易与关键核心技术被封锁的风险) 若进口受

限将严重影响我国粮食生产和前沿基础研究) 导致 $一剑封喉% 的风险加大*

C7国内层面" 粮食供求紧平衡可能是我国粮食安全的长期态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今后一个时期粮食需求还会持续增加) 供求紧平衡将越来越紧*

# 这是基于

国情粮情对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粮食供求的科学判断* 受资源禀赋等因素制约) 我国粮食安全基

础仍不稳固) 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与粮食需求刚性增长的矛盾突出) 粮食品种区域# 种粮收益# 种植风

险等问题仍然存在* 一是守住耕地红线的形势依然严峻* 按照我国的人口总量和 GIE 的复种指数倒推

计算) 我国耕地总面积必须保持在 GL 亿亩* 根据 CDCG 年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 全国耕地总面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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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向 $杂交水稻援外与世界粮食安全% 国际论坛发表书面致辞- ) ,人民日报- ) CDCC 年 GG 月 GE 日*

习近平" ,坚持把解决好 $三农% 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 ) ,求是- ) CDCC 年第 N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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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GMIGL 亿亩)

! 比 CDGE 年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的 CDIEG 亿亩减少了 GIGE 亿亩)

" 人均耕地面积也逐

年递减) 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 HDJ* 部分地区还出现了重金属污染# 土壤酸化# 土壤盐渍化等耕地重

污染问题) 耕地 $非粮化% $非农化% 问题依然突出* 二是种粮收益下降易导致 $谷贱伤农%* 收益

下降体现在 $一高一低%) 即种植成本持续上涨# 粮食价格持续低迷* 近年来) 除土地流转成本相对

稳定外) 化肥# 农药等种粮成本都不同程度上涨) 人工成本更是不断攀升* 另外) 我国稻米市场一直

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 稻米价格处于低位运行) 叠加粮食生产难以通过规模化经营形成比较优势等因

素) 导致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 农业生产投资意愿偏低*

# 三是粮食种植风险偏高* 粮食生产既要抵

御市场风险) 又要面临自然灾害影响* 由于极端气候事件有所增多) 我国农业经常遭遇冷害# 高温热

害# 干旱# 洪涝等天气灾害) 粮食作物病虫害连年发生# 数量增多# 范围加大) 对我国粮食生产造成

不利影响* 此外) 国内庞大的人口基数叠加消费不断升级) 粮食需求仍在刚性增长) 端牢饭碗的压力

越来越大*

四# 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 粮食多一点少一点是战术问题) 粮食安全是战略问题* 不能把粮食当成

一般商品) 光算经济账# 不算政治账) 光算眼前账# 不算长远账*

$ 我们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形势

变化) 牢牢把住国家粮食安全的主动权) 坚决守住国家粮食安全底线)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一' 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导向

在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 我们要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 继续深入实施 $以我为主# 立足国内# 确保产能# 适度进口# 科技支撑% 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在战略底线上) $以我为主# 立足国内% 回答了 $依靠谁来养活中国% 的问题) 明确了依靠中国

人自己的力量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只有确保谷物基本自给# 口粮绝对安全) 才能掌握粮食安全

主动权) 为经济社会稳定# 有效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在战略平衡上) $适

度进口% 回答了 $在保障粮食安全中) 中国与世界是怎样的关系% 问题) 明确了中国为主# 世界为辅

的关系*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发展中大国来说) 不能主要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吃饭问题) 饭

碗里装的还得是中国粮* 在战略举措上) $确保产能% 和 $科技支撑% 回答了 $依靠什么# 怎么来解

决粮食安全% 的问题) 明确了依靠耕地等产能和科技创新) 夯实保障基础# 提升保障能力* 通过落实

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 全面提高粮食生产# 储备# 流通能力) 做到开源和节流并重# 增产和减损

同时发力* 在战略保障上) $党政同责% 回答了 $谁领导# 谁负责% 的问题) 明确了党和国家把保障

粮食安全作为首要工作任务)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坚决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 通过开展耕地保护

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 督促主产区# 主销区# 产销平衡区协同保面积# 保产量) 真正实现共同把粮

食安全这个 $国之大者% 扛在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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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自然资源部# 国家统计局"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CDCG 年 L 月 CK

日' - ) 中国政府网) CDCG 年 L 月 CF 日*

国土资源部# 国家统计局# 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主要数据成果的公报

&CDGE 年 GC 月 ED 日' - ) 中国政府网) CDGE 年 GC 月 ED 日*

郑栅洁" ,国务院关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工作情况的报告+++CDCE 年 L 月 CL 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

会议上- ) 中国人大网) CDCE 年 L 月 CL 日*

习近平" ,坚持把解决好 $三农% 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 ) ,求是- ) CDCC 年第 N 期*



新时代的粮食安全# 理论指引( 时代价值与战略路径

&二' 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原则与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既要抓物质基础) 强化藏粮于地# 藏粮于

技) 也要抓机制保障) 做到产能提升# 结构优化# 韧性增强# 收益保障# 责任压实*

! 要狠抓耕地与

种子 $两个要害%) 围绕产购储加销各个环节综合施策) 增强粮食供给体系韧性) 推动全链条协同保

障粮食安全*

G7坚持藏粮于地) 扎实抓好高标准农田和水利建设

高标准农田和水利建设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内在基础* 种粮离不开土地和水源) 保障农民 $有地

种% $有水养% 是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的重中之重* 一是坚决守住 GL 亿亩耕地红线* 要按照耕地和永久

基本农田# 生态保护红线# 城镇开发边界的顺序) 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 动态监管耕地用途) 严

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 强化土地流转用途监管) 推进撂荒地利用) 推进耕地宜机化改造) 坚决遏制耕

地 $非农化%# 基本农田 $非粮化%* 二是确保良田应建尽建* 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

有力推动农田全方位升级) 力争将 GKIHF 亿亩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 实现人均 G 亩高标

准农田# 人均粮食占有量超 FDD 公斤) 饭碗里装的中国粮更多更实* 三是加快发展高效节水灌溉* 健

全设施完备# 节水高效# 管理科学# 保障有力的农田灌溉体系) 在水土资源条件适宜地区建设改造一

批大中型灌区) 提高稳产增产能力) 用现代化农业设施来更好保障粮食安全*

C7坚持藏粮于技) 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

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动力* 一是强化重点技术攻关* 农业科技创新是

提高农业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 要重点围绕生物育种# 生物肥料# 生物饲料# 生物农药等方向) 推动

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培育一批新一代农业生物产品) 向科技要产量# 要产能* 二是抓紧抓实核心

种源自主可控* 推进育繁推一体化发展) 推广普及优质高产多抗广适的粮食新品种) 加快推进生物育

种产业化) 提高种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三是加快农机农艺# 良种良法等科技突破* 推进粮食生产基

本全程机械化) 加强农机农艺融合和集成示范) 促进 $一大一小% 农机装备创制突破) 实现农业科技

力量转化为农业竞争优势* 四是构建农业综合创新体系* 聚焦提高单产) 逐个品种拿出良田# 良种#

良法# 良机# 良制集成组装的综合性解决方案* 聚焦农业产业发展需求) 加快构建 $基础研究 U技术

攻关 U成果产业化% 的创新体系) 力争在基础性# 战略性# 原创性重大农业科技上实现更多突破*

E7坚持藏粮于民) 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

健全农民种粮挣钱得利机制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 一是完善农资保供稳价应对机制* 合理

确定稻谷# 小麦等谷物最低收购价) 完善谷物生产者补贴制度) 提高谷物补贴力度) 推动扩大谷物政

策性收储和市场化收购* 二是完善市场主导的补贴机制* 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 改变政府直接补贴价

格对市场的影响) 健全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 建立与粮食生产成本挂钩的动态补贴

调整机制) 打造补贴精准# 稳定高效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框架* 同时) 还要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

制) 通过增加奖励资金水平# 扩大奖励覆盖面# 抵免税费等方式) 激发产量大县农民积极性) 稳定粮

食主产区的产能基本盘* 三是强化粮食保险提标扩面* 建立多层次# 广覆盖# 可持续的粮食金融服务

体系) 逐步扩大口粮和谷物完全成本保险及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 粮食保险实现品种全覆盖# 区域

全覆盖*

H7坚持大食物观)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构建多元食物供给体系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措施* 一是构建多元食物供给体系* 贯彻 $以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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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立足国内% 的粮食安全方针) 统筹谋划# 系统推进) 强化弱项# 巩固基础) 有效拓展资源空间)

形成供需平衡# 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 确保种粮面积# 总体产量不走下坡路) 生

产供给# 粮食市场不遇高风险* 二是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 加快转变粮食生产方式) 向设施农

业要食物) 提高资源产出效率) 增加新型食物供给* 大力发展生物科技# 生物产业) 加快推进一氧化

碳合成蛋白# 二氧化碳合成淀粉产业化) 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 三是构建现代农业生产经

营体系* 加大力度培养新型经营主体) 全力推广以家庭农场为主的小农户发展模式和以农民合作社为

主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并进的经营生态) 覆盖农业生产# 加工物流# 产品营销等各环节) 推进单环

节# 多环节# 全过程托管服务模式) 促进以农机服务为主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 精准着力提升小农

户融入现代化农业发展的水平*

K7坚持内外联动) 加强粮食安全治理合作

粮食安全是事关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 我国始终在全球粮食治理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 一是畅

通粮食安全国内国际双循环* 在 $以我为主% 的粮食安全战略基础上) 畅通国内粮食市场流通) 健全

配套的市场调控机制) 同时优化粮食进口贸易) 扩大粮食进口来源) 推进国际国内市场双向开放# 内

外联动* 二是构建粮食流通市场新格局* 积极融入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 逐步建立起稳定的海外粮

食进口运输# 储藏等供应链) 确保 $买得到# 控得稳# 运得回%*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超大规模的

$科产供销% 一体的粮食龙头企业)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组建 $产业联盟% 抱团出海) 建立稳定的海外

粮食生产和供应基地) 提升粮食定价话语权) 增强粮食进口议价能力* 三是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中贡

献中国智慧* 依托 $一带一路% 倡议和 $中国 U中亚五国% 框架) 扩大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平台) 重

塑区域和全球粮食规则与规范) 形成开放# 共建# 共享的区域粮食安全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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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发 展#

我国企业流通成本变动趋势" 问题及
降本增效路径!

张秀青!程!华

!!摘要$ 流通体系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流通效率与生产效率同等重要& 流通成本是衡量

流通效率的重要指标$ 目前& 研究流通成本的最大障碍就在于缺乏系统性的统计指标和统计数据$ 本文通过

解构企业流通成本& 将流通成本分解为物流成本( 内生性交易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 并运用上市公司财务

数据对流通成本进行定量分析& 从而全面深入了解我国流通成本构成及变动趋势$ 经过分析& 我国流通领域

降本增效还面临着仓储成本上涨过快( 公路收费大量存在( 税负水平较高( 显性成本隐形化( 企业内生性交

易成本继续下降存在瓶颈制约等问题$ 据此本文提出降本增效思路& 从大处着眼& 推进体制机制改革( 依法

行政& 减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从小处着手& 优化流程( 减少环节( 创新增效& 减低物流成本和内生性交易

成本$

关键词$ 流通成本!物流成本!内生性交易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降本增效

作者简介$ 张秀青&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正高级经济师%

程!华&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博士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 流通体系是现代化产

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流通效率与生产效率同等重要) 流通成本是衡量流通效率的重要指标* CDGC

年 L 月) ,国务院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 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 &国发 5CDGC6 EM 号' 要求) 着

力解决制约流通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有效降低流通成本) 全面提升流通现代化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

来) 我国流通体系建设逐步完善) 流通效率得到提升) 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构建 $双循环% 新发

展格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 我国流通体系建设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特别是 CDCD 年新冠疫情

突如其来) 在如此极端的情况下) 一些流通体系中的短板问题被放大了) 运输不畅# 物流不通# 区域

分割) 流通成本高企) 再次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为了降本增效) 国家在相继出台的重要文件中予以重

点强调流通产业发展和流通体系建设问题* CDCG 年 E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 CDEK 年远景目标纲要- 指出) 提升流通效率) 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 CDCC 年 E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 指出) 进一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不仅要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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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还要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 流通领域降本增效是提高国民经济总体运行效率的重

要方面) 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支撑* 如何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 提高流通效率正是当前亟待解决

的问题* 本文从企业流通成本概念入手) 利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对企业流通成本进行解构剖析)

总结其变动特征和存在的突出问题) 以期映射出我国流通领域存在的难点和堵点) 针对性提出降本增

效的优化路径*

一# 文献综述

流通成本这一概念涵盖相对宽泛) 对其内涵的认识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 在流通未独立于

生产之前) 流通成本研究主要有两种经典范式" 一是马克思主义流通费用理论* 马克思基于商品资本

循环 $商品+货币+商品% 的视角) 提出了流通费用理论) 并使用二重性原理把流通费用分成生产性

流通费用 &保管费用# 运输费用' 和纯粹的流通费用 &商品价值形态变化而产生的非生产性费用'*

二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 由于新制度经济学中并没有流通成本这一概念) 与之相似的是

$交易成本% 概念) 是相对生产成本而言的非生产性的成本) 主要包括信息成本# 协商成本# 制定和

履行契约的成本# 监管成本# 界权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在内的 $物质生产过程中直接发生的所

有成本% 或者 $看得见的手% 的成本 &程艳# 贺亮) CDCG'*

在流通独立于生产之后) 人们对流通环节越来越重视) 特别是 CDDD 年左右) 我国各企业物流观

念越来越强烈 &刘东明) GMML') 企业纷纷进行组织创新以降低流通成本 &陈亮) CDDD'* 一些学者尝

试从多个角度对流通成本进行解构分析* 有的学者借鉴国际经验) 运用国际上衡量物流成本和效率的

通用指标是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 &@RB' 的比率# 物流费用率和物流绩效指数) 并运用这

三个指标进行了国内外比较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局) CDGN') 介绍流通成本由三部分构成" 运

输成本# 库存持有成本和管理成本 &王蕴) CDGH'* 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 CDCG 年) 我国

流通成本占 @RB的比重为 GHIFJ) 高于全球 LJ的平均水平* 这也成为证明我国流通成本高的常用数

据) 虽然这组数据由于各国统计口径的差异而存在一些争论* 有的认为流通成本由商流成本和物流成

本构成* 商流成本是商品所有权转移引起的所有商务交易活动而带来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付出. 物

流成本相对复杂) 包括物流成本以及与物流相关# 由物流引发的资金流# 信息流成本和管理成本 &王

之泰) CDGE'* 有的综合考虑流通业发展实际和流通成本实际构成) 把流通成本定义为流通主体) 是

产品从生产者向消费者转移的过程中所投入的资源总和* 认为流通成本应该包括物流成本 &运输# 仓

储# 加工# 包装# 库存等费用'# 商流成本 &主要为信息搜寻等交易成本'# 管理和经营成本 &主要

为人工费用和办公费用' &张育林) CDDN'* 有的则从供应链角度分析流通成本的构成) 包括信息搜寻

成本# 物流成本和组织成本 &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发生的耗费' &毕明军) CDGD. 马茹) CDGK'* 有学者

指出) 流通成本可分为经济性成本与体制性成本两类) 其中经济性成本是市场机制运行下) 正常流通

经营活动所产生的费用) 是需要优化的合理成本. 而体制性成本是政策和管理体制上的不科学性# 不

合理性) 所引致的非必要成本 &宋则) CDGC'* 有的学者认为) 企业成本包括生产要素成本和交易成

本) 生产要素成本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而交易成本则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可细分为契

约性交易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 &彭向刚# 周雪峰) CDGN'* 有学者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概念和分类

出发) 既考虑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 又确保其在会计领域实践中的可操作性) 将制度性交易成本分

为融资类制度性交易成本# 物流运输类制度性交易成本# 税费类制度性交易成本及劳动用工类制度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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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 并指出各个明细分类的测度思路和方法 &汤熙恩) CDCG'*

综上) 各界从多个角度对流通成本进行了界定和剖析) 让人们深刻认识到流通成本的重要性和复

杂性) 但由于涵盖广泛) 并没有对其形成统一认识* 这些成果既为本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又对新

的研究提出挑战* 目前) 进一步研究流通成本的最大障碍在于缺乏系统性的统计指标和统计数据* 因

此) 学者们对流通成本的已有研究以定性为主) 普遍认为企业流通成本比较高* 但到底有多高# 表现

在哪些方面难以阐述清楚* 这正是本研究尝试突破的问题) 通过分解企业成本) 并运用上市公司财务

数据对流通成本进行定量分析) 全面深入了解我国流通成本构成# 变动趋势及存在的问题) 为后续提

出降本增效思路奠定基础*

二# 概念界定及数据来源

流通成本通常是指从生产结束到终端消费之前的流通环节对资本的耗费以及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耗

费的总和* 企业流通成本是指在生产环节之后) 为使产品或服务到达需求方以实现价值而产生的资本#

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耗费* 全社会流通成本可以看作是各类流通主体在流通环节所承担的成本总和* 企

业是社会流通主体的主力* 分析企业流通成本可以很大程度上反映社会流通成本的变动趋势和问题*

为了对企业流通成本进行测度) 这里先界定企业成本及企业流通成本的具体构成* 企业成本可以

分为生产成本和流通成本* 企业的生产成本是指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各种生产要素成本及加工

成本) 包括直接参与或辅助参与的生产投入资源) 如原材料成本# 人工成本# 制造成本等* 企业成本

中扣除生产成本) 其他成本可以近似看作流通成本) 即都是为了实现产品或服务的价值而产生的资

本# 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耗费 &见图 G'*

图!"企业成本及流通成本构成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相关资料自制$

企业的流通成本可进一步分为物流成本和商流成本两部分* 物流成本产生于企业产品或服务的交

付过程中) 具体内容相对明确* 根据企业活动的内容) 物流成本通常根据物流环节实际发生的费用予

以记录) 如交通运输费# 仓储费# 保管费# 配送费# 损耗等* 商流成本相对复杂* 交易是一个大于或

者等于制度的概念) 因为制度形成之前就存在交易 &孙国峰) CDDH'* 企业的交易既包括针对企业产

品和服务的交易) 也包括与公共制度的交易* 因此商流成本可进一步分为两类* 一类是企业内部因契

约合同而形成的内部性交易成本* 这是企业交易和内部管理协调所发生的成本* 在企业产品或服务交

易过程中) 企业寻找订单信息# 维护客户关系# 开拓市场# 商务谈判# 签订合同# 线上销售系统维

护# 售后服务等所花费的成本* 这些成本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中通常计入 $销售费用%. 在管理协调环

节) 企业为保证内部的高效运行) 为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必要的管理支撑) 企业内部需要设立管理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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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通过管理部门的运作协调保障企业管理体系的正常运行) 为此花费办公# 人工# 水电能源# 防

疫等成本* 另一类是因企业外部公共制度运行而给企业带来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其产生的根源在于政

府公共制度运行* 公共制度是调节市场交易和企业内部协调的必要环节* 企业因使用各类公共制度而

支付的成本) 包括宏观调控制度# 产权制度# 税费制度# 融资制度等各层次的制度* 公共制度的运行

不仅会产生交易成本) 而且会对企业内部制度成本产生重要影响) 对企业契约的制定和执行起到约束

及保障的作用* 企业运行在公共制度安排之下自身无法改变* 因此) 公共制度产生的交易成本具有强

制性和外生性* 企业在市场交易环节开展经营活动时需向政府缴纳各种税费. 受官方汇率# 利率变动

影响而产生汇兑损失或利息支出费用. 在管理协调环节) 企业从市场准入到经营行为开展的全过程都

需要在政府的监管之下进行) 便产生一定的监管成本或行政审批成本* 这些都是制度性交易成本*

本研究将以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 &*4=6#' 和万得数据库 &O$,)' 数据为主) 系统分析

CDDD 年以来 HDDD 余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数据) 阐述企业流通成本的变动和问题* 由于上市公司的

企业数量逐年增加) 以下分析所涉指标均采用企业平均值以便统一比较* 根据相关理论和概念界定)

在企业财务报表中) $流通成本% 为企业 $总成本% 减去 $营业成本 &相当于生产成本'%. $物流成

本% 主要计入 $销售费用%) 少量计入 $管理费用%) 并不单独反映. $内部性交易成本% 通常计入

$管理费用% 和 $销售费用%. $制度性交易成本% 通常计入 $财务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营业

外支出%) 具体科目如各项税费# 利息支出# 汇兑损失# 各类罚款# 诉讼赔款# 监管费用# 审批费

用等*

三# 我国企业流通成本的变动趋势

通过分析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 企业流通成本变动呈现出四大特征*

&一' 企业流通成本快升慢降& 比重总体下降

CDDD 年以来) 随着改革开放和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发展红利逐步释放)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快车

道) 企业生产规模随之壮大) 企业流通成本先是较快增长) 后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而下

降* 具体看) 企业平均流通成本从 CDDD 年的 GIFC 亿元增长至 CDGK 年的 GKIF 亿元) 年均增幅 GKICJ*

CDGK 年 GG 月 GD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首次提及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 $降成本% 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重点任务之一*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

推进) 企业降成本取得成效* CDCD 年) 企业平均流通成本降至 GEIF 亿元) 年均降幅 CICJ* 然而受新

冠疫情影响) 流通渠道受阻) CDCG 年的企业平均流通成本再次升至 GFIHE 亿元* 企业平均流通成本占

总成本的比重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从 CDDD 年的 GNIMJ下降至 CDCD 年的 GEILJ* 其中) CDGK 年) 企业

平均流通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达到最高的 GMIKJ) 企业的流通成本占比在 CDGK+CDCD 年的 F 年间下

降了近 F 个百分点) 但 CDCG 年因疫情又回升 H 个百分点 &见图 C'*

&二' 流通成本内部结构呈现 '一降两升)

CDDD 年以来) 流通成本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 对比 CDDD 年# CDCD 年与 CDCG 年的流通成本结构)

内生性交易成本在流通成本中的占比从最高降至第二又再次升至最高) 制度性交易成本从第二升至首

位) CDCG 年又跌至第二位) 物流成本一直位居第三* 其中) 物流成本占比从 CDDD 年的 GKINLJ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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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年我国企业流通成本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计算而得$

CDCG 年的 CMINEJ) 增长 GH 个百分点* 中国是 $世界工厂%) 远程甚至全球流通越来越频繁) 这都需

要物流过程中活劳动及物化劳动的付出* 因此) 物流成本的增加) 特别是物流成本在流通成本中占比

的增加是一种趋势性特征. 内生性交易成本占比从 CDDD 年的 KDIEKJ大幅降至 CDCD 年的 EGIFFJ)

CDCG 年又增至 ELICFJ* 这基本上体现了企业自身节本增效成效显著. 制度性交易成本占比从 CDDD 年

的 EEILNJ增至 CDCD 年的 HKIFNJ) CDCG 年又降至 ECIDEJ* 我国制度性交易成本总体保持上升趋势)

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资源或行业垄断) 如土地# 资金供给垄断引起成本和价格上升) 以及石

油# 天然气# 电等能源成本上升* 二是政府管控较多的领域成本容易上升) 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有意

或无意地提高了制度性交易成本 &卢现祥) CDGN' &见图 E'*

&三' 大多数行业实现了 '降本)

根据 *4=6#数据分析) 在 NC 个主要行业中)

!

CD 年来 KE 个行业实现了 $降本%) 占所涉及行业

总数的 NHJ) 带动全行业实现了流通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明显下降* M 个行业在流通成本上升的同

时) 利润率也实现了上升) 占所涉行业总数的 GCIKJ) 多数流通成本的增加主要在于科技投入# 自动

化改造等方面) 从而带动效益上升* 还有 GD 个行业流通成本上升# 效益下降) 是降本增效的重点领

域) 占所涉及行业总数的 GEIKJ* 这 GD 个行业分别是医药制造业# 新闻和出版业# 家具制造业# 纺

织服装服饰业#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零售业#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公共设施管理业# 租

赁业以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

&四' 企业利润率保持相对稳定( 经营效率提高

随着流通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比下降) 企业的经营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CDDM 年之后) 由于世界金融

危机的影响) 企业的营业总收入增长率明显下降) CDDN 年最高时曾达到 HFIMLJ) CDDM 年已经降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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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证监会的行业分类标准) 将沪深上市公司分为 NC 个类别 &不包括金融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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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年企业我国流通成本结构图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计算而得$

图("#$$$%#$#!年我国企业营业收入及利润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整理而得$

VDIHHJ) 随后 GD 多年有涨有落) 整体水平低于 CDDN 年之前) CDGC 年达到最低为 VFILHJ) CDCG 年

恢复至 GHIMCJ* 但是) 企业的利润水平相对稳定) 利润率从 CDDD 年的 LIMGJ增至 CDGC 年的峰值

GDILHJ) 随后有所下降) 到 CDCG 年为 NIKCJ. 由于营业外收入大幅上升) 企业的净利润率好于利润

率) 从 CDDD 年的 NIFFJ增至 CDGC 年的 GCIDFJ) 随后也有所下降) 但到 CDCG 年仍为 MIDKJ &见图 H'*

企业的流通效率也有明显改善* 根据 O$,) 数据) 工业企业存货周转率全行业平均值从 CDGC 年

HIK 次的谷底水平) 已经提高至 CDCG 年 MIL 次. KDDD 户工业企业的流通比率从 CDGF 年的 GDDICJ提高

至 CDCC 年 H 月份的 GGNILJ) 说明工业企业的变现能力逐步提升) 有较好的偿债能力*

!""&!



我国企业流通成本变动趋势( 问题及降本增效路径

四# 我国企业流通成本存在的突出问题

通过分析) 我们可以进一步从企业流通成本变动趋势中看到一系列深层次的突出问题*

&一' 仓储成本快速上升

根据前述研究) 企业流通成本变动的一个特征就是物流成本占流通成本的比重回升) 主要原因在

于仓储成本上升* 物流成本又可以主要分解成运输费用和仓储费用* 根据 *4=6#数据) 每家上市公

司的平均仓储费用从 CDDD 年的 DIG 亿元持续增至 CDCG 年的 KIDL 亿元) 年均增幅 CDIFJ) 同期占物流

成本的比重从 ELILFJ增至 LHIEMJ. 平均运输费用从 CDDD 年 DIGF 亿元先增后降至 CDCD 年的 DIMH 亿

元) 年均增幅 LIMJ) 低于仓储费用增速近 GC 个百分点) 同期占物流成本的比重从 FGIGHJ降至

GKIFGJ &见图 K'*

图)"#$$$%#$#!年我国上市公司物流成本及结构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整理而得$

注# 此处的物流成本 h运输费用 U仓储费用$

企业仓储成本上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仓储是土地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 推升仓储成本

的主要因素是土地# 水电能源和人工费用快速上涨* 根据 *4=6#数据) CDDD 年以来) 上市公司人工

成本 &包括人员工资# 奖励# 医保# 公积金# 退休金# 福利# 抚恤# 社会保障等' 年均增速达到

GMICEJ) 水电能源费用年均增速达到 GEIKGJ) 土地成本 &包括土地使用费# 土地租金# 房租# 耕地

补偿# 土地损失补偿等' 年均增速达到 NIHJ) 还需要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耕地占用税# 土地增值

税# 房产税等多种税赋* 同时) 仓储用地还面临供地紧缺的问题* 由于仓储行业经营方式普遍比较粗

放) 集约化程度较低) 配送中心附近环境常常充满人流车流) 较为杂乱) 在大中城市难以申请到用地

指标) 原有的仓储设施还可能会随着城市加大扩容改造力度而缩减) 而远郊区或周边城市设点往往会

增加运输配送费用) 会进一步抬高物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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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过路过桥费大量存在

据统计) CDCD 年我国道路# 铁路# 水运以及民航的货物发送量市场份额分别为 NEIMEJ# MIFCJ#

GFIHEJ和 DIDGJ)

! 道路运输# 铁路运输# 水运企业是货物运输的主力* 综合 *4=6#数据分析) 道

路运输和铁路运输的利润率自 CDDD 年以来明显下降) CDCG 年分别为 CHICEJ和 GKIFKJ. 水运企业的

利润率自 CDDD 年以来波动上升) 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水上运费高涨) 净载重量大增) CDCG 年

利润率高达 CMILDJ* 这三种主要的运输方式利润均显著高于上市公司全行业 NIKCJ的平均利润率*

从某种意义上讲) 运输企业的高利润就是其他需要运输服务企业的高成本*

表!"#$$$%#$#!年我国运输行业流通成本占比及利润变动情况 单位"-

年份

道路运输 铁路运输 水上运输 全行业平均

流通成本"

总成本
利润率

流通成本"

总成本
利润率

流通成本"

总成本
利润率

流通成本"

总成本
利润率

CDDD CKIGE HFIFN ECIDF ECIFHC VMILH GCIDK GNIMC LIMG

CDCG GKIKD CHICE HIMN GKIFKE GDINK CMILD GCIKG NIKC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整理而得$

进一步分析运输企业高利润的来源* 先看道路运输企业* 在 HN 家道路运输型上市公司中) 有 GF

家高速公路和路桥企业) 还有多家企业掌握收费公路的经营业务*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CDCG 年) 我国

高速公路里程 GFIMG 万公里) 收费高速公路 GFIGC 万公里* 收费高速公路占高速公路里程的 MKIEFJ)

占收费公路里程的 LKIMKJ. 其中经营性收费高速公路占比 KNIHKJ) 还贷性收费高速公路占比

HCIKKJ*

" 另外) 我国一级公路中的 FKJ也是收费公路) 其中部分还存在超期收费# 超量收费问题*

根据交通运输部统计) 我国公路通行费占运输成本的 EDJ* 再看水上运输企业* 在 KE 家水上运输型

上市公司中) 有 CC 家港口企业) 其他大多数是水上运输和物流企业* CDDD 年以来) 水上运输企业在

流通成本及其占比增幅较大的情况下) 利润率也明显提升 &见表 G'* 这得益于近年来港口企业的数

智化升级* 港口企业把以数字化改革为契机) 依托人工智能# K@通信# 区块链# 物联网# 云数据等

新技术新模式) 加快新一代自动化码头建设) 不断提高生产和服务效率* 最后看铁路运输企业* 铁路

运输企业的上市公司相对较少) 仅有 N 家) 其中 E 家企业利润较高) CDCG 年的利润率分别是大秦铁路

CEIGKJ# 京沪高铁 CGIEGJ和西部创业 CKIEHJ* 其他企业利润率相对较低) 如 CDCG 年广深铁路利润

率 VFIFKJ# 铁龙物流 CINEJ# 中国铁物 EIDNJ# 中铁特货 FIDDJ) 均低于全行业平均利润率

NIKCJ* 可见) 铁路运输获得较高利润的企业不是运煤) 就是运客) 真正的铁路物流利润率其实并不

高* 综上) 运输企业高利润能够形成其他企业流通成本的部分主要来自过收费公路的通行费*

&三' 税负水平仍然较高

制度性交易成本不断提升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税费水平依然较高* 自 CDGK 年以来) 我国采

取 $组合拳% 简政放权# 降低实体经济税费负担) 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明显成效* 但是) 总体看企业的

税费负担依然较重* 根据 *4=6#数据) CDCG 年每个上市公司平均缴纳营业税金及附加为 CIGF 亿元)

缴纳所得税 CIFK 亿元. CDDD 年以来年均增幅分别为 GHILJ和 GEIHJ) 均高于营业总收入年均 GCI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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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铁路局规划与标准研究院" ,中国铁路经济运行发展报告 &CDCD' - ) 中国铁道出版社有限公司) CDCG 年*

政府还贷公路的投资主体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或其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专门机构. 经营性公路的投资主体则为

经授权的投资主体) 以营利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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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幅* 其中) 上市公司的年均缴纳营业税金及附加# 所得税在 CDGK 年达到高峰) 分别为 EIDF 亿元

和 CILF 亿元) CDGK 年之后开始下降* 但是到目前为止) 企业纳税额占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比重从 CDDD

年的 KFIEEJ增至 CDCG 年的 NHIGMJ) 占企业总成本的比重仍高于 CDDK 年及之前的水平*

$营改增% 之后) 由于增值税税率高于原营业税以及部分进项税 &如过路过桥费不能纳入增值税

进项抵扣' 无法抵扣# 中央和地方财政体制系统协同性不够等原因) 企业的实际税负增加了* 除此之

外) 企业自开办之日起还要缴纳所得税# 教育和城建两项附加税# 土地增值税# 房产税# 车船税# 环

保税# 地方发展税等近百余种税赋*

! 同时) 企业还需要缴纳除法定税赋之外的几十种基金收费项目)

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防洪基金# 退休职工独生子女奖励费# 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费等* 无疑)

这些收费项目进一步加重了企业的税费负担* 除了税制本身问题外) 征税过程也存在漏洞或冲突* 比

如) 企业为了促销向客户附赠礼品) 有的地区要求企业缴纳 GEJ的销售增值税) 有的地区要求客户缴

纳 CDJ的个人所得税) 有的地区则要求两项都要缴纳*

&四' 显性成本隐性化

显性成本隐性化主要体现在 $明税减# 暗费增%* 虽然国家税收和行政机关及事业单位面向企业

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减少了) 但监管机关设置一些门槛或条件) 要达到这些门槛或条件) 企业需要向一

些社会机构支付相关费用) 如企业生产建设中的各种许可# 评估与评价等各类行政审批前置# 市场监

管和准入等强制性垄断事项* 比如以罚代管现象普遍存在) 突出表现在公路运输企业* 根据 *4=6#

数据) 每个上市公司平均支付的罚款和滞纳金从 CDDE 年的 ND 万元增加至 CDCG 年的 KEHIK 万元)

CDDE+CDGK 年之间年均增速 MIGJ) 而 CDGF+CDCG 年的年均增速竟然达到 CCIMJ* 进一步从全国公

共财政收入数据看) 全国行政事业性收费从 CDDN 年的 GLMNIEK 亿元增至 CDGF 年的 HLMFIDG 亿元) 年

均增长 GGIGGJ) CDCG 年降至 HGKKIE 亿元) 年均降幅 EICEJ. 全国罚没收入则从 CDDN 年的 LHDICF 亿

元连续增至 CDCG 年的 ENGGIMK 亿元) 年均增幅 GGIGMJ) 其中 CDDN+CDGF 年年均增长 MIFGJ)

CDGF+CDCG 年年均增幅高达 GHIGGJ*

&五' 企业继续降本存在瓶颈

根据 *4=6#数据分析) CD 年来) 多数行业的流通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重呈现下降态势) 少数行

业的流通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呈现上升态势* 即便是在流通成本占比下降的行业中) 也有企业出现流

通成本上升的情况* 流通成本占比上升的行业或者企业中) 几乎其内生性交易成本都会上升* 企业降

本增效的关键还是在于降低内生性交易成本*

根据所有制的不同) 我国企业可以分为中央企业# 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根据 O$,) 数据测

算) CDCD 年) 中央企业内生性交易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高达 KGICJ) 地方国有企业为 GKIDJ) 而私

营企业仅为 LIGJ* 虽然 GD 年来) 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的内生性交易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分别下

降 CDD 和 HDD 多个百分点) 而民营企业还上升了 E 个百分点) 但民营企业的内生性交易成本占比仍明

显低于国有企业* 这说明民营企业在自身降本方面有较高的效率* 但是) 如果企业进一步 $降本%)

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面临巨大的挑战* 先看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虽然因体制原因享受到一

些资源优势) 但也正是因为体制原因导致内部管理效率不高* 尤其是在特殊时期) 还要承担社会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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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安置就业等义务性工作) 更加重了企业负担* 再看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虽然内部管理效率较高)

但近年来内部性交易成本占比上升就说明继续 $降本% 也面临较大困难) 主要在于外部营商环境改善

不到位以及 $国有企业偏向性% 推升民营企业内生性交易成本* 比如) 民营企业在用地# 用人# 投资

等方面存在多种隐性歧视现象. 上游生产资料领域不断涨价推升民营企业成本. 税费负担偏重且征收

方式还多有不规范之处) 对 $放管服% 以及降低 $五险一金% 缴纳比例等改革措施落实不力) 企业

感受不到改革效果. 环保门槛不断提高. 民营企业还面临应收账款难以收回的问题) 欠款最多的恰恰

是政府平台# 国企# 央企) 民营企业催款也不敢追得太急*

除此之外) 企业降低内生性交易成本还面临除人工# 水电能源和土地成本之外) 广告宣传# 办

公# 信息化# 质量安全等几项硬成本刚性上涨* 这些刚性成本是当前企业应对同行竞争# 提升产品质

量和管理效率所必不可少的) 一些投入不足的企业可能会在后续竞争中表现被动* 比如) 一些中小企

业数字化建设投入不足) 物流标准化托盘# 智能分拣# 射频识别 &#0PR' 等物流新技术应用和技术

创新动力不足) 标准化# 智慧化仓储项目较少* 信息化科技赋能水平低就会导致企业转型升级困难*

五# 我国企业流通成本降本增效的优化路径

根据我国流通成本构成情况及其存在的突出问题) 流通业降本增效需要全局谋划) 从大处着眼)

推进体制机制改革# 依法行政) 减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从小处着手) 优化流程# 减少环节# 创新增

效) 减低物流成本和内生性交易成本* 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一' 推进政府职能转型

政府的越位# 缺位与错位都会产生制度性交易成本*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根本途径就在于推进

政府职能转型) 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 &武靖州) CDGN'*

G7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推进政府职能转型) 政府应在市场失灵领域充分发挥应有作用* 根据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和国民经

济平稳发展需要) 积极承担起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职责* 要根据其涉及商流# 物流# 资金流# 信息

流的多重属性) 着力建设包含多个职能部门的协同配合机制) 构建适应数字经济特点的现代流通政府

监管与治理体系) 维护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统一规则和公平竞争* 同时)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建设法

治政府# 服务型政府) 把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行为纳入法治轨道*

C7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

深化土地# 劳动力# 资本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逐渐破除不同程度存在的 $双轨制%* 在土地

要素方面) 要推进土地集约高效利用和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支持产业用地实行 $标准

地% 出让# 不同产业用地类型合理转换. 在劳动力要素方面) 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推动加快畅

通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渠道. 在资本要素方面) 要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功能. 在技术要

素方面) 构建项目# 平台# 人才# 资金等全要素一体化配置的创新服务体系. 在数据要素方面) 要推

进数据采集# 开放# 流通# 使用# 开发# 保护等全生命周期的制度建设* 通过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

合改革) 引导市场主体从寻租转为寻利) 通过降低要素获取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企业创新意愿*

E7持续推进价格体制改革

目前) 我国 MNJ以上的商品和服务价格都已经由市场为主形成) 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实行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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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主要控制在政策性粮食# 石油天然气等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基础产业和重要的公用事业及公益性服

务范围内* 坚持 $调高% 与 $调低% 并重) 注重预调微调) 完善突发应急调控机制) 提升调控能力)

有效保障粮油肉蛋菜果奶等供应) 防止价格大起大落. 在稻谷# 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框架下) 提高政

策灵活性和弹性. 加强对铁矿石# 铜# 原油# 天然气# 玉米# 大豆# 食用油等大宗商品市场动态和价

格形势的跟踪分析) 深入研判输入性影响) 及时出台储备# 进出口# 财税# 金融等综合调控措施. 建

立完善预期管理制度*

H7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推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鼓励优势企业通过兼并# 重组# 收购# 控股# 参股等方式) 跨地

区# 跨行业整合资源) 培育一批有竞争力的大型流通企业集团* 对于能源# 铁路# 电网等自然垄断企

业) 要推动国有企业集团涉及的竞争性环节业务逐步剥离或者混改) 降低对竞争性环节的市场参与

度* 对因自然垄断而带来的可竞争类业务) 通过特许经营权招标拍卖的方式) 引入市场化机制) 实行

公平竞争*

&二' 着力降低税费负担

G7调整完善税制设计) 减轻流通产业税收负担

针对目前流通环节税制设计不合理) 流通业税收负担较重的问题) 应重点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调整

完善税制设计" 一是在不改变目前 $营改增% 税制的框架下) 着力降低交通运输业增值税税率* 以往

我国营业税对交通运输业设置了较低的税率 ) 在改征增值税后) 有必要继续对其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同时) 考虑到交通运输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 有必要对其使用较低的税率) 可考虑将目

前交通运输业的增值税税率下调至 KJ [MJ* 同时) 要逐步扩大抵扣范围) 将占有较大成本比例的道

路补偿费# 过路过桥费# 保险费# 房屋租金等纳入进项税抵扣范围*

C7清理和取消不合理的涉企收费项目

摸清各级政府针对企业征收的规费条目) 进行优化调整* 严格控制各类收费项目和类别) 并及时

向全社会公开. 新增收费项目要广泛征求企业意见* 建立对公务执法行为的公开监督机制) 加大对违

规# 违法执法行为的问责和惩罚力度* 涉企收费项目实行清单管理) 建立健全涉企收费维权机制*

&三' 多措并举优化营商环境

优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营商环境) 既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 也是企业的普遍呼声* 降本增

效与优化营商环境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G7推动营商环境建设制度化

明确政府的职能边界) 通过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和 $负面清单% 的 $清单式管理%) 破除

行业垄断# 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实现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积极# 适度# 有效的干预) 最大限度降低政府

对企业经营的直接干预* 政府以 $放管服% 改革为核心) 通过一系列的体制机制创新提升政府治理能

力) 促进营商环境的整体优化* 通过促进市场的良性竞争) 发挥不同所有制企业主体的资源互补优

势) 进而提升企业的创新效率* 支持定期开展全国性或区域性营商环境评价并向社会发布) 建立健全

营商环境制度化建设* 依托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开展公共信用综合评价) 形成以商务信用监管为

基础的多部门信用联动机制* 建设重要产品追溯体系) 加大流通产品标准化) 以信用建设推进流通安

全* 简化审批流程) 提升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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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加强流通领域的行业规范和法律法规建设

针对流通企业开展经营活动的实际要求) 完善登记注册# 税务稽查# 数据统计等多项规范制度*

推动地区性# 行业性标准发展为全国性标准) 鼓励# 引导大型数字化平台企业统一分类标识规范) 优

化数据对接方式) 降低供应商跨平台# 跨地区经营过程中的运营成本* 推动流通领域法规建设) 构建

跨地区市场监管案件协同处理平台) 推动执法裁量环节的标准化# 统一化*

E7健全完善制度机制)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健全完善制度机制) 持续开展制度立改废释) 强化内部控制) 推进法务# 合规# 风控与内控一体

化构建# 一体化推进) 形成靠制度管人# 管权# 管物的机制* 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在审批# 监管# 通

关# 信用# 通行等方面创新管理方式) 最大限度地增强企业经营办事的便利性) 提高企业降成本的获

得感* 对热点# 急点等问题及时采取措施) 坚决打击囤积居奇# 压价压级# 欺行霸市等不法行为* 加

强舆论监测和引导*

&四' 有效降低物流成本

G7创新投融资机制) 加强收费公路规制和监管

建立健全收费公路相关法律法规制度# 特许经营协议以及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 等各项制度* 创

新交通设施建设投融资机制) 探索设立由财政资金引导的交通产业发展基金) 解决 $贷款修路# 收费

还贷% 建设模式带来的负面影响) 逐步降低收费公路货车通行费和政府定价货物港务费标准) 统一全

国收费公路计重收费标准) 完善各种激励打折优惠制度) 同时对收费公路特许经营企业和政府定价货

物港务运营企业给予定向金融政策支持) 适当降低融资成本) 为流通产业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基础设施

支撑* 撤并不合理的收费站点) 回购繁忙路段和收费即将到期的公路) 禁止超过收费期限的公路继续

收费* 对于达到收费期限的收费公路) 应由国家财政承担后续建设和维护费用) 实行客车免费) 一定

吨位以上的货车收取少量费用) 一定吨位以下的货车免于征费* 逐步引入和完善激励性规制措施) 提

高特许经营企业在收费公路运营过程中降本增效的压力和内生动力* 通过降低进入壁垒吸引大量市场

主体参与特许经营权的竞争) 推进国有收费公路企业政企分离) 从而保障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能够公

平地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竞争特许经营权) 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效率优势*

C7精简商品流转环节) 减少商品物质损耗

大力精简多余的中间流转环节) 缩短流通环节中商品的滞留时间) 提高流通效率) 降低流通损

耗* 发挥 $互联网 U物流% 优势) 促进供需智能对接) 降低车辆空驶率) 减少能耗物耗) 实现社会物

流资源的优化配置* 采取措施优化公# 铁# 水运输结构) 大力发展多式联运# 甩挂运输等先进运输组

织方式) 降低运输费用*

E7做好应急预案) 完善保供保通保畅体系

做好应急预案) 全力保障港口# 货站等正常运转和主干道# 微循环畅通) 防止层层加码# 一刀

切* 设立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 支持货运企业和司机等纾困* 畅通农产品 $绿色通道%) 必要时) 可

对果蔬车辆进行适当的放宽通过条件* 完善关系国计民生的粮食# 石油天然气等重要初级产品的保供

机制) 多渠道建立储备体系* 建立粮食的中央储备和调节储备机制) 建立油储的政府轮动机制) 引入

民营企业储油) 实行企业社会责任储备) 实现商储和国储的直接转换*

H7促进 $互联网 U%) 实现各环节信息共享

推进产业链各主体直接对接) 加快生产上网 &互联网 U'# 通电 &电商') 实现 $线上线下% 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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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销售* 大力实施 $互联网 U%) 以信息技术带动业态融合* 支持实体商业要开拓线上经营) 并发挥

线下客户体验# 实景展示等优势) 重构流通渠道和供应链) 推动场景改造) 提升智能化# 便捷化服务

水平) 做好特色经营* 利用全球定位系统 &@B4' 技术# 车载移动终端构建智能运输系统) 实现对冷

藏车辆的配送和动态管理) 从而提升物流效率) 减少损耗成本* 加大对电子商务的支持力度) 优化各

电商平台的入驻政策) 鼓励收费模式透明化* 同时平台应合理调整配送半径) 减少低价订单的远距离

运输) 降低物流成本和额外损耗*

K7加快推动流通领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现代流通基础设施仍然是流通体系建设中的工作重点* 充分调动民间资本和大型流通企业的投资

积极性) 推进数字化建设及智能化升级) 使之真正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有力支撑* 通过完善财税政

策) 建立政府对公益性流通市场# 平台的财政投入制度* 充分运用税收# 贴息# 补助等手段) 支持社

会性物流配送中心# 公共服务信息网络# 电子商务平台等流通基础设施建设* 研究建立综合运输物流

信息网络平台) 支持集约建设# 共同配送的运营模式) 打破行业壁垒) 形成信息# 资源互联互通# 利

益共享和降本增效的管理格局) 全面降低物流总成本) 提高流通总体效率* 特别在农产品流通领域)

明确大型区域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公益性属性) 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推动降低摊位费# 市场管理费等收

费标准* 全面落实国家免征农产品批发市场# 农贸市场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政策* 加强对冷藏

冷冻设施设备的投入) 条件允许的地方还可以适时地促成冷链联盟的形成* 加强农产品专用运输# 仓

储设施及设备的开发和生产) 以便能够满足各种农产品的运输# 储存需求*

F7制定完善流通网络布局规划

依托全国优势资源地# 产业和消费集聚地) 布局建设一批流通要素集中# 流通设施完善# 新技术

新业态新模式应用场景丰富的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 打造设施高效联通# 产销深度衔接# 分工密切

协作的全国骨干流通网络* 把物流用地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中* 根据城市物流需求) 确保物流园区# 配

送中心等仓储类物流设施的用地需要* 对于既有物流用地) 不得随意变更用地性质和规模* 中等以上

规模城市要将城市物流配送中心纳入城市总体功能布局规划中) 支持城市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完善城

市物流配送服务网络* 加强城市配送停靠作业管理) 规划建设配送专用卸货作业区域) 在用地紧张#

交通问题突出的商业聚集区域推行共同配送方式) 切实解决制约流通效率提高的城市内部 $最后一公

里% 问题*

&五' 助力企业创新发展( 降本增效

降低流通成本) 还需要激励企业采取措施创新发展# 降本增效*

G7着力降低制造业物流成本

大力推进制造业与物流业深度融合发展) 实现一体化管理* 支持流通企业嵌入制造业生产环节)

实现供应链逆向整合) 推动从消费者到生产者 &*C=' 模式形成) 提供差异化定制增值服务* 支持大

型流通企业与上下游协同创新) 整合信息# 物流# 营销# 销售和售后等资源) 开发自主品牌商品) 提

高全链路供应链掌控能力) 向流通业制造商# 供应链服务商转型*

C7完善经营管理制度) 提高流通效率

在流通过程中建立与健全各项必要的规章制度) 可有效降低非生产性费用* 在相对繁杂的流通企

业经济活动和经营管理过程中) 制定相关规章制度) 保障流通过程中购销业务有秩序进行) 这是降低

流通成本的有效途径* 企业应以制度严格规范商品流通# 保管和交易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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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培育一批规模化# 国际化的龙头物流企业

应培育一批战略流通头部企业) 逐步形成头部企业为引领) 中小企业共同发展的局面* 应支持阿

里巴巴等以平台为核心的综合性流通企业继续做大做强) 支持中国物流集团依托共建 $一带一路% 和

中欧班列不断壮大延伸自身的供应链体系) 培育顺丰等头部物流企业 $走出去%) 切实提升头部企业

的供应链渠道控制能力和及时反应能力) 不断整合深入上下游产业链重要环节* 注意形成大中小企业

的战略联盟) 避免各自为战) 全面提升我国现代流通主体国际竞争力* 要强化流通企业在支撑国内大

流通格局构建中的主体力量* 尤其要提高零售企业在采购# 销售等方面的自主经营能力) 构建国内市

场高质量发展在流通领域的微观基础*

H7促进和支持流通业提高现代化水平

促进和支持流通企业技术改造) 推广并优化供应链管理) 提高流通信息化水平* 鼓励商贸# 物流

企业采用条码# 智能标签# 无线射频识别等自动识别和标识技术# 电子数据交换技术# 可视化技术#

货物跟踪技术等) 实现商品来源可追溯# 去向可查证# 物流流程可视化* 重点支持大型连锁企业信息

化建设# 物流配送中心建设等* 加快建设适应电子商务发展需要的社会化物流体系) 包括公共配送中

心# 中转分拨场站# 社区集散网点等* 建立健全电子商务诚信体系) 要积极营造诚信为本# 守信激励

和失信惩戒的社会信用环境. 推进电子商务行业企业的自律) 对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开展商务信用评

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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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统计数据

#国际统计数据#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 ,!$$"

单位"J

CDCG 年
CDCC 年

估计值

CDCE 年

预测值

CDCH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P=0)CDCE 年 GD 月'

世!界 FIE EIK EID CIM

!发达国家 KIF CIF GIK GIH

!!美!国 KIM CIG CIG GIK

!!欧元区 KIF EIE DIN GIC

!!日!本 CIC GID CID GID

!发展中国家 FIM HIG HID HID

!!中!国 LIK EID KID HIC

!!印!度 MIG NIC FIE FIE

!!俄罗斯 KIF VCIG CIC GIG

!!巴!西 KID CIM EIG GIK

!!南!非 HIN GIM DIM GIL

世界银行&OT)CDCE 年 F 月'

世!界 FID EIG CIG CIH

!发达国家 KIH CIF DIN GIC

!!美!国 KIM CIG GIG DIL

!!欧元区 KIH EIK DIH GIE

!!日!本 CIC GID DIL DIN

!发展中国家 FIM EIN HID EIM

!!中!国 LIH EID KIF HIF

!!印!度 MIG NIC FIE FIH

!!俄罗斯 KIF VCIG VDIC GIC

!!巴!西 KID CIM GIC GIH

!!南!非 HIM CID DIE GIK

英国共识公司&*+,-2,-A-0+(2%'-.-)CDCE 年 GC 月'

世!界 KIM CIM CIK CIG

!!中!国 LIG EID KIC HIF

!!美!国 KIL GIM CIH GIC

欧元区 KIM EIH DIK DIK

!!日!本 CIC DIM GIN DIM

!!印!度 MIG NIC FIF FIC

!!俄罗斯 KIF VCIG CIN GIN

!!巴!西 HIL EID EID GIF

!!南!非 HIL GIM DIL GIH

!!注#!G"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预

测频率为季度$ !C"世界银行按汇率法进行汇总'预测频率为半

年度$ !E"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预测频率为月度$

!H"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

表#"世界贸易量增长率!上年 ,!$$"

单位"J

CDCG 年
CDCC 年

估计值

CDCE 年

预测值

CDCH 年

预测值

世!界 GDIM KIG DIM EIK

!进!口

!!发达国家 GDIE FIN DIG EID

!!发展中国家 GGIL EIC GIN HIH

!出!口

!!发达国家 MIL KIE GIL EIG

!!发展中国家 GCIL HIG VDIG HIC

!!注# 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CDCE 年 GD 月预测$

表&"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 ,!$$"

单位"J

CDCG 年
CDCC 年

估计值

CDCE 年

预测值

CDCH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P=0)CDCE 年 GD 月'

世!界 HIN LIN FIM KIL

!发达国家 EIG NIE HIF EID

!发展中国家 KIM MIL LIK NIL

英国共识公司&*+,-2,-A-0+(2%'-.-)CDCE 年 GC 月'

世!界 EIF NIH KIF HID

!!美!国 HIN LID HIG CIF

!!欧元区 CIF LIH KIK CIH

!!日!本 VDIC CIK EIC CIE

!!印!度 KIK FIN KIK HIN

!!注#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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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率

单位"J

年份 月份 世!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CDCC 年 LIE NIM MID

GG 月 LIM LIM MIG

GC 月 LIL LIE MIG

CDCE 年

G 月 LIK NIN LIM

C 月 LIK NIN MIC

E 月 NIE FIN NIF

H 月 FIF KIL NIH

K 月 FIC KIN FIK

F 月 KIK KIH KIK

N 月 HIN HIF HIL

L 月 HIL HIE KID

M 月 HIF HID KIG

GD 月 HIE EIN HIM

GG 月 HID EIC KID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工业生产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J'

/B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B=P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CDCC 年 CIL CID EIH

GD 月 EIH CIH EIH HMIH HLIN HFIM

GG 月 GIN DIN GIM HLIL HNIL HFIN

GC 月 DID VGIG GID HLIN HLIK HFIH

CDCE 年

G 月 DIK VDIN CID HMIG HLIM HNIN

C 月 DIK VDIF GID HMIM KDIN HMIE

E 月 DIK VGID CID HMIF KDIF HMIK

H 月 GIG VDIK CIM HMIF KDIL HMIH

K 月 GIF VDIM HIC HMIF KGIH HMIE

F 月 GIG VGIG EID HLIN HMIE HLID

N 月 GIG VGIK EID HLIF HLIM HNIF

L 月 GIF VCIE HID HMID HMIH HLIG

M 月 GIG VCIH EIM HMIC HMIL HLIH

GD 月 GIF KID HLIL HLIM HLIK

GG 月 HMIE HMIM HLIM

!!注#!G"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 !C"

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KD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和 ='(̀$.公司$

二(美国经济

表%"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J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CDCG 年 KIL LIH VDIE

E 季度 EIE CIL VGIK

H 季度 NID HID VDIE

CDCC 年 GIM CIK VDIM

G 季度 VCID DID VCIM

C 季度 VDIF CID VGIM

E 季度 CIN GIF CIM

H 季度 CIF GIC KIE

CDCE 年

G 季度 CIC EIL HIL

C 季度 CIG DIL EIE

E 季度 HIM EIG KIL

表*"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J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口 进!口

CDCG 年 NIG FIE GHIK

E 季度 VGIF GIK LIK

H 季度 GIM CHIC CDIF

CDCC 年 GIE NID LIF

G 季度 NIC VHIF GHIN

C 季度 VDIC GDIF HIG

E 季度 VHIE GFIC VHIL

H 季度 VKIH VEIK VHIE

CDCE 年

G 季度 EIG FIL GIE

C 季度 KIC VMIE VNIF

E 季度 CIF KIH HIC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 F(表 N" $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F(表 N" $

表+"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J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CDCG 年 KIL LIH VDIE

E 季度 HIN NIF VDIF

H 季度 KIH NIC VDIC

CDCC 年 GIM CIK VDIM

G 季度 EIF KID VCIE

C 季度 GIM CIC VGIF

E 季度 GIN GIM VDIF

H 季度 DIN GIC DIL

CDCE 年

G 季度 GIN CIG CIN

C 季度 CIH GIL HIG

E 季度 CIM CIC H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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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J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口 进!口

CDCG 年 NIG FIE GHIK

E 季度 NID NIG GEIF

H 季度 EIL FIN GGIG

CDCC 年 GIE NID LIF

G 季度 EIE KIC GCIN

C 季度 GIL NIH GGIL

E 季度 GIG GGIG LIC

H 季度 VDIL HIE CIG

CDCE 年

G 季度 VGIL NIE VGID

C 季度 VDIK CIG VEIM

E 季度 GIE VDIH VGIN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表 L(表 M" $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L(表 M" $

表!$"劳动力市场

单位"J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增长率 失业

率

非农雇员

人数环比

增加

&万人'

环比

折年率
同比

CDCC 年 VG7N E7F HNM7E

GG 月 EIF CMID

GC 月 GIF VCID EIK CEIM

CDCE 年

G 月 EIH HNIC

C 月 EIF CHIL

E 月 VDIL VDIF EIK CGIN

H 月 EIH CGIN

K 月 EIN CLIG

F 月 EIF GIC EIF GDIK

N 月 EIK CEIF

L 月 EIL GFIK

M 月 KIC CIH EIL CFIC

GD 月 EIM GKID

GG 月 EIN GMIM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

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表!!"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J'

同比

增长

&J'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J'

同比

增长

&J'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CDCC 年 CHEMF NID EHMDF LIF VGDKGD

GD 月 CKKK VGIN GCIK EEEL DIN GEIH VNLE

GG 月 CKCN VGIG GDID EGFF VKIC CIH VFEL

GC 月 CKDE VGID FIN ECGN GIF CID VNGH

CDCE 年

G 月 CKLK EIE GCID ECME CIH EIL VNDL

C 月 CKED VCIG NIN ECEF VGIN DIK VNDF

E 月 CKNN GIM HIM EGLG VGIN VLIF VFDH

H 月 CHML VEIG VGIC ECCN GIH VHIN VNCM

K 月 CHLF VDIK VCIF EGKK VCIC VNID VFFM

F 月 CHLH VDIG VEIM EGCH VGID VLID VFHD

N 月 CKGN GIE VEIH EGFN GIH VHIN VFKD

L 月 CKKK GIK VCIE EGHG VDIL VHIK VKLF

M 月 CFGH CIE DIF ECCF CIN VCIN VFGC

GD 月 CKLL VGID GIE ECED DIC VEIC !! VFHE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 月度数据为季节调整后的名义

值'年度数据为实际值'因此月度累加不等于年度数$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和经济分析局$

表!#"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季度 流!入 流!出 流入减流出

CDCG 年 EMCG CNFK GGKN

C 季度 LFH LEN CN

E 季度 GEDM FGL FMG

H 季度 GGFK EHM LGF

CDCC 年 EHKG EFKM VCDN

G 季度 NFD GDKG VCMG

C 季度 LME GDMK VCDC

E 季度 GGGM NCN EMC

H 季度 FNM NLK VGDF

CDCE 年

G 季度 GDHH GGLE VGEM

C 季度 NLK KEN CHN

E 季度 FNL GDGD VEEC

!!注#流入和流出均为净值'包括投资和撤资$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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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欧元区经济

表!&"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J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CDCG 年 KIM HIH HIC

E 季度 CIG HIE DIM

H 季度 DIK DIE DIH

CDCC 年 EIH HIC GIF

G 季度 DIN DID DIH

C 季度 DIL DIL VDIG

E 季度 DIK GIE VDIG

H 季度 VDIG VDIL DIK

CDCE 年

G 季度 DIG DID VDIK

C 季度 DIG DID DIC

E 季度 VDIG DIE DIE

表!("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J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口 进!口

CDCG 年 EIK GGIK MIC

E 季度 VGIG GIN GIC

H 季度 EIE CIL KIF

CDCC 年 CIF NIC NIM

G 季度 VDIK GIF DIG

C 季度 DIK CID GIL

E 季度 GIE GIC CIH

H 季度 VDIH VDIE VGIG

CDCE 年

G 季度 DIH VDIE VGIF

C 季度 VDIG VGIG DID

E 季度 DID VGIG VGIC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GE(表 GH" $

表!)"劳动力市场

单位"J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失业

率

失业人数

&万人'

环比 同比

CDCC 年 GID FIL GGEEIG

GD 月 FIF GGGFIK

GG 月 FIN GGCEIE

GC 月 VDIH VDIG FIN GGCCIL

CDCE 年

G 月 FIN GGCKIH

C 月 FIF GGGNIH

E 月 VDIK VDIC FIK GGDFIL

H 月 FIK GGDCIK

K 月 FIK GDMMIK

F 月 DID VGIG FIK GDMNIH

N 月 FIF GGGKIF

L 月 FIK GGDHIC

M 月 VDIH VGIF FIK GGGDID

GD 月 FIK GGGCID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

增长率0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J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CDCG 年 KIM HIH HIC

E 季度 HIN EIH CIL

H 季度 KIC FIK CIN

CDCC 年 EIH HIC GIF

G 季度 KIH LIC EIH

C 季度 HIG KIH GIN

E 季度 CIH CIE DIF

H 季度 GIL GIE DIN

CDCE 年

G 季度 GIE GIE VDIC

C 季度 DIF DIF DIG

E 季度 DID VDIH DIK

表!*"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J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口 进!口

CDCG 年 EIK GGIK MIC

E 季度 CIH GGIF GDIL

H 季度 GIN MID GDIG

CDCC 年 CIF NIC NIM

G 季度 EIK MID GDID

C 季度 CIC LIE MID

E 季度 HIF NIL GDIC

H 季度 DIM HIF EIE

CDCE 年

G 季度 GIL CIN GIK

C 季度 GIC VDIH VDIE

E 季度 VDIG VCIL VEIL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GF(表 GN" $

表!+"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欧元

年份

月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J'

同比

增长

&J'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J'

同比

增长

&J'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CDCC 年 CLNKF GLIE ECDKH ENIL VECML

GD 月 CHMD VDIE GLIF CNFF VHIG EGIK VCNF

GG 月 CHMM DIH GNIN CFKL VEIM CGIG VGKM

GC 月 CELE VHIF MIM CKND VEIE LIM VGLN

CDCE 年

G 月 CEMH DIH GDIM CKCK VGIN GDIG VGEC

C 月 CHGG DIN NIK CHEF VEIK GIL VCF

E 月 CHGK DIC NIK CECF VHIK VNIE LM

H 月 CEEE VEIH VEIK CHDL EIKVGGIL VNK

K 月 CELC CIG VCIH CENE VGIKVGEID M

F 月 CEFK VDIN VDIG CCLF VEINVGFID LD

N 月 CECL VGIF VCIL CCMC DIEVGLIG EF

L 月 CEKF GIC VHID CCHF VCIDVCHIK GGD

M 月 CEEF VDIM VMIF CCHM DIGVCHID LN

GD 月 CEKG DIN VCIH CCHE VDIEVGFIE GDM

!!注#仅指货物贸易'不包括欧元区 GM 国之间的贸易额$ 月度

数据为经季节调整的名义值'年度数据为实际值'因此月度累加

不等于年度数$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



国际统计数据

表!'"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入 流!出 流入减流出

CDCC 年 VEDLH VGFN VCMGN

GD 月 VGLL VLG VGDN

GG 月 CFC CDC FD

GC 月 VCLMN VCFGM VCNL

CDCE 年

G 月 GD C L

C 月 GK EEK VECG

E 月 GCL GFE VEK

H 月 VECC VEFK HC

K 月 EF VKHC KNL

F 月 VLMG VNH VLGN

N 月 GLL VGDG CMD

L 月 VC NH VNF

M 月 VGLF VGGF VND

GD 月 VFKC VHNN VGNK

!!注#!G"指欧元区 GM 个成员国'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

之间的直接投资额$ !C"流入和流出均为净值'包括投资和撤资$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

四(日本经济

表#$"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J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

总值

个人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CDCG 年 CIF DIL EIH

E 季度 VDIH VGIC GIE

H 季度 GIG CIM VGIC

CDCC 年 GID CIC GIN

G 季度 VDIF VGIG DIN

C 季度 GIG CID DIN

E 季度 VDIG DIG DIC

H 季度 DIC DID DIK

CDCE 年

G 季度 GIC DIM DIC

C 季度 DIM VDIF VDIG

E 季度 VDIN VDIC DIE

表#!"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J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口 进!口

CDCG 年 VDIG GGIM KIG

E 季度 VCID VDIK VGIM

H 季度 VDIF DID VDIE

CDCC 年 VGIH KIE NIM

G 季度 VGIG GIK HIE

C 季度 DIF CIC GIK

E 季度 GIK CIC HIM

H 季度 VDIH GIK VDIN

CDCE 年

G 季度 GIF VEIF VGIK

C 季度 VDIE EIL VEIE

E 季度 VDIK DIH DIL

表##"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J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CDCG 年 CIF DIL EIH

E 季度 CIG VDIE EIN

H 季度 GIE DIL GIL

CDCC 年 GID CIC GIN

G 季度 DIE GIG CIF

C 季度 GIK CIN GIK

E 季度 GIK EIM DIH

H 季度 DIK GID CIG

CDCE 年

G 季度 CIK EIG GIF

C 季度 CIC DIE DIL

E 季度 GIK DID GID

表#&"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J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口 进!口

CDCG 年 VDIG GGIM KIG

E 季度 GID GKIF GGIH

H 季度 VGIC KIM KIG

CDCC 年 VGIH KIE NIM

G 季度 VEIG HIC NIE

C 季度 VCIF EIG EIC

E 季度 DIE FIG GDIL

H 季度 DIG NIF GDIH

CDCE 年

G 季度 EIE CIG HIC

C 季度 CIE EIM VGIG

E 季度 DIC CIE VHIN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表 CD [表 CE" $

表#("劳动力市场

单位"J

年度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

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CDCC 年 DIH GICL CIF

GD 月 EIE GIEH CIF

GG 月 VGIG GIEK CIK

GC 月 VGIE GIEF CIK

CDCE 年

G 月 VDIM GIEK CIH

C 月 VGIM GIEH CIF

E 月 VGIM GIEC CIL

H 月 VDIK GIEC CIF

K 月 DIM GIEG CIF

F 月 VDIL GIED CIK

N 月 VGIF GICM CIN

L 月 VHID GICM CIN

M 月 VHIH GICM CIF

GD 月 VDIG GIED CIK

GG 月 GICL CIK

!!注#!G"劳动生产率为 K 人及以上规模制造业企业$ !C"求人

倍率为实际就业岗位与申请就业人数之比$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



'(') 年 第 * 期

表#)"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日元

年份

月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J'

同比

增长

&J'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J'

同比

增长

&J'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CDCC 年 MLGNEF GLIC GGLKDEC EMIF VCDECMK

GG 月 LFHKK DIF CDID GDHGKK VHIF EDIF VGNNDD

GC 月 LCNLL VHIC GGIK GDGFFL VCIH CGIC VGLLLG

CDCE 年

G 月 NLEGC VKIH EIK MKMMH VKIF GNIC VGNFLE

C 月 LGFDL HIC FIK MEKKF VCIK LIC VGGMHN

E 月 LDFCD VGIC HIE MCNKL VDIM NIG VGCGEL

H 月 LCFHF CIK CIF MCNDG VDIG VCIN VGDDKH

K 月 LDGDG VEIG DIF LNMNH VKIG VGDIC VNLNE

F 月 LCNMG EIH GIK LLKMN DIN VGEIG VKLDN

N 月 LHEKD GIM VDIE MDCEC GIL VGHIG VKLLG

L 月 LCMFH VGIF VDIL LLKMH VGIL VGNIF VKFED

M 月 LMDMD NIH HIE MECDH KIC VGFIK VHGGH

GD 月 LNCHK VCIG GIF MCCKL VGID VGCIK VKDGE

GG 月 LKFNE VGIL VDIC LMNFC VCIN VGGIM VHDLM

!!注#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表#%"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入 流!出 流入减流出

CDCC 年 FHFCM CCFMNK VGFCEHF

GD 月 ECDN GFFLE VGEHNF

GG 月 HDHN CGMHC VGNLMK

GC 月 GHCCH EDEHM VGFGCK

CDCE 年

G 月 VFKHH GCCNE VGLLGN

C 月 VCGE GFEGN VGFKED

E 月 GGFKG GKLLD VHCCM

H 月 VNMHG GELGF VCGNKN

K 月 NFM CDNNF VCDDDN

F 月 FHEN CCKEE VGFDMF

N 月 VCEEG ECLHH VEKGNK

L 月 VGDKC EDELF VEGHEL

M 月 GKKFN CGECM VKNFC

GD 月 VCDHF GHCEE VGFCNM

!!注#流入和流出均为净值'包括投资和撤资$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J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CDCG 年 HIK LIN HIM KID MIG KIF

E 季度 HIE MIK CIN HIC MIG HID

H 季度 EIM MIN GIH GIK KIC KID

CDCC 年 EIH HIG CID CIM NIC VCIG

G 季度 EIC GGIH CIK GIK HID EID

C 季度 HIN EIM DIC EIK GEIG VHIK

E 季度 EIL CIG HIG HIE FIC VEIK

H 季度 CIG DIF DIL CIN HIK VCIN

CDCE 年

G 季度 GIL DIH DIC HIC FIG VGIL

C 季度 GIC DIE GIK EIK NIL HIM

E 季度 DIK DIE VDIN CID NIF KIK

!!注#加拿大季度数据为年化增长率$

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J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CDCG 年 HIE KID FIH FIK CIF EIN

E 季度 HID KIG KIK HIC VFID EIK

H 季度 HIC GIL HIN KIG KIC KID

CDCC 年 CIF EIG VEIK CIK LID KIE

G 季度 EID EID VEIM EIL KIG KID

C 季度 CIM EIE VGIC EIK NIL KIK

E 季度 EIG KID VHIF HID GEIN KIN

H 季度 GIE HIK VHIG VDIN KIM KID

CDCE 年

G 季度 DIM EIK CIM VEIK EIE KID

C 季度 DIM EIH GIK GIH HIG KIC

E 季度 GIH EIE HIG CIE KIE HIM

表#'"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J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CDCC 年 KIE EIN EEIK MIK NIF EIM

GG 月 KIG EIN LIG LID EIN

GC 月 KID EIN ECIN NIM LIE EIN

CDCE 年

G 月 KID EIN LIH NIG EIF

C 月 KID EIL LIF NIK EIK

E 月 KID EIM ECIM LIL NIL EIK

H 月 KID EIL LIK LIG EIE

K 月 KIC HID LIE NIN EIC

F 月 KIH HIC ECIF LID LIK EIG

N 月 KIK HIC NIM NIM EID

L 月 KIK HIC NIL LIG EID

M 月 KIK HIC EGIM NIN NIG EID

GD 月 KIN HIC NIF CIM

GG 月 KIL CIM

!!注#!G"英国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E 个月移动平均$ !C"加

拿大(英国数据经季节调整$ !E"南非为季度数据$

表&$"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J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

尼西亚

CDCC 年 CIM EIE HIE EIN CIE KIL

GG 月 CIM CIM EIN EIF

GC 月 EIG CIL EIK EIF CIE

CDCE 年

G 月 CIM EID EIH EIF

C 月 CIF CIN EIE EIF

E 月 CIN CIH EIG EIF CIE KIK

H 月 CIF CIL EID EIF

K 月 CIK CIM EID EIK

F 月 CIF CIN CIM EIK CIE

N 月 CIL EIG CIL EIH

L 月 CIH EID CIL EIH

M 月 CIF CIM CIL EIH CIE KIE

GD 月 CIK CIN CIM EIH

GG 月 CIL CIM EIH

!!注#!G"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E 个月移动平均$

!C"韩国(中国香港数据经季节调整$ !E"越南为季度数据'印尼

为半年度数据$

!"#*!



国际统计数据

表&!"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CDCC 年 KMMG KLGM GNC KEDC LCEL VCMEE

GD 月 HLKIE HMEIH VLID HFMIM FEEIF VGFEIN

GG 月 HNKIK HLDIE VHIM HMGID FLMIE VGMLIH

GC 月 HFMIL HHFIN CEIG HMCIH NDCIG VCDMIN

CDCE 年

G 月 HLGIH HHNIG EHIE ENCIL FFNIN VCMHIM

C 月 HEEIF HEDIM CIN HGKID FEFIM VCCGIM

E 月 HMMIE HMFID EIE HKLIK NDEIN VCHKIE

H 月 HFEIE HKMIG HIG EMMIN FCNIL VCCLIG

K 月 HLKIK KDEIK VGLID HFMID FMKIK VCCFIK

F 月 HFMIH KDMIN VHDIH HEKIK FFHIF VCCMIG

N 月 HKGID HKMIK VLIK HHKIF FNMIM VCEHIE

L 月 HLEIH KDCIC VGLIL HEDIE FGFIF VGLFIH

M 月 HLEIG HLGIM GIC HEFIN FDCIH VGFKIN

GD 月 HMNIF HLGIN GKIL KDCIF FLHIN VGLCIG

!!注#加拿大和英国数据经过季节因素调整$

表&#"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南!非 巴!西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CDCC 年 GCCM GGGF GGE EEKD CNCF FCH

GG 月 MLIC MHIG HIG CLGIF CGHIK FNIG

GC 月 MHIC MGIC EIG CFFIK CGLIG HLIH

CDCE 年

G 月 LGIE MHIM VGEIF CCLIE CDKIE CEID

C 月 LFID NNIG LIM CDCIF GNFIL CKIL

E 月 GDKIG GDGIH EIL ECLIE CCDIN GDNIF

H 月 LMIM LLID GIL CNGIG GMGIH NMIN

K 月 MFIN MGIH KIE ECFIF CGFIM GDMIF

F 月 LMIC MGIC VCID CMFIG GMKIE GDDIL

N 月 MKIN LNIG LIN CLEIG CDDIM LCIC

L 月 MFIH LMIH NID EGDIF CGHIN MKIM

M 月 MGIM LKIG FIL CLNIH GMKIE MCIG

GD 月 LMIE MFIG VFIL CMHIL CDKIE LMIF

GG 月 CNLIC GMDIH LNIL

表&&"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印!度 俄罗斯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CDCC 年 HKEE NCDC VCFFM KMCG CNFK EGKF

GG 月 EHLIM KFMIK VCCDIF HKDIN CFCIN GLLID

GC 月 ELDIN FGCIC VCEGIK KHLIH CMNIE CKGIG

CDCE 年

G 月 EKNIL KCCIE VGFHIK EEKIG CHGIG MHID

C 月 EFMIM KEGIF VGFGIN EDKIG CCKIH NMIN

E 月 HGMID FDDIG VGLGIG HDLIH CLDIH GCLID

H 月 EHNID KDGIK VGKHIK EGNIM CHFIM NGID

K 月 EKDIG KNDIE VCCDIC ENKIE CFCIC GGEIG

F 月 ECMIN KEGID VCDGIE EHEIN CKEIE MDIH

N 月 ECCIK KCMIC VCDFIN EGFIF CKHIC FCIH

L 月 EHHIL KLFIH VCHGIF ENDID CKEIN GGFIH

M 月 EHHIN KELIH VGMEIN HDHIC CHNIN GKFIK

GD 月 EEKIN FKDIE VEGHIF ECMIF CEKIE MHIE

GG 月 EEMID KHHIL VCDKIL

表&("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CDCC 年 FLEF NEGH VHNL KNNN FDHF VCFM

GG 月 KGNIN KLLIK VNDIL HMCIL HMHIG VGIC

GC 月 KHLIK KMFIC VHNIN HMEIC HLEIH MIL

CDCE 年

G 月 HFEIK KMDIC VGCFIN HCFIG HFNIC VHGIG

C 月 KDDID KKEIL VKEIL HHLIM HFNIL VGLIM

E 月 KHLIM KMFIH VHNIK KEKIL KCEIM GCID

H 月 HMHIK KGMIN VCKIC HFCIC HNNIE VGKIG

K 月 KCDIF KHCIM VCCIE KCLIF KCMIE VDIN

F 月 KHCIM KEDIH GCIF KGLID KGNIF DIH

N 月 KDKIG HLNIE GNIL HNKIK HLHIE VLIL

L 月 KCDIE KGDID GDIE KCEIF KENIH VGEIL

M 月 KHFIF KDMIN EFIL HMFIF KGGIH VGHIL

GD 月 KKDIC KEHIH GKIL KGMIN KCCIE VCIK

GG 月 KKNIL KCDID ENIL KDCIK HMFIC FIE

表&)"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CDCC 年 FDMM FFNF VKNF HNMH HCLG KGE

GG 月 HNHIH KGKIN VHGIE EFGIG ECHIM EFIC

GC 月 HNFIH KHFIC VFMIL EKNIE EDLIH HLIM

CDCE 年

G 月 ELMIE HELIL VHMIK EGKID CMGIF CEIH

C 月 HDLIE HNFIC VFNIM EGDIH CLFIM CEIK

E 月 KDKID KLCIN VNNIF EKGIL EDMIN HCIG

H 月 HFMIC KGHID VHHIL EKMIH CMCIC FNIG

K 月 HKMID HMKIG VEFIG EFGID EGCIH HLIN

F 月 HFCIN KHGIF VNLIM ECEIC CFEIK KMIN

N 月 HFHIF KGEIE VHLIL ELNIE EDCIE LKID

L 月 HMCIN KEFIL VHHIG ENEIF CLNIK LFIG

M 月 KGKIN FCHIM VGDMIC ELLIG CLHIL GDEIE

GD 月 KDCIH KNKIK VNEIC ELGIG ECEIH KNIN

GG 月 ENHIN CNFIN MLID

表&%"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CDCC 年 ENDK EKLK GGM CMCD CENH KHK

GG 月 CMDIE CLHID FIE CHDIF GLMIF KGID

GC 月 CMFIF CNCIM CEIN CENIL GMLIF EMIC

CDCE 年

G 月 CEKIF CEDIH KIC CCEIC GLHIH ELIL

C 月 CFDIK CECIK CLID CGEIC GKMIC KHID

E 月 CMNIG CLEIC GEIM CEHIC CDKIM CLIE

H 月 CNLIF CKCIG CFIK GMCIL GKEIK EMIH

K 月 CLDIH CFLIG GCIE CGNIG CGCIL HIE

F 月 CMHIK CFEIF EDIM CDFID GNGIK EHIK

N 月 EDDIN CNDID EDIN CDLIF GMKIN GCIM

L 月 ECNIF CMEIC EHIH CCDID GLLIL EGIC

M 月 EDFIL CLHIL CCID CDNIK GNEIH EHID

GD 月 ECCIK CMKIC CNIE CCGIK GLFIN EHIN

GG 月 CCDID GMKIM CH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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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图!"三大经济体 -./环比增长率!0"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图#"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0"

图&"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0"

图("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0"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图 G [图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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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杂志征稿启事

,全球化- 杂志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管"主办) 是集研究性# 学术性# 政策性# 应用性

于一体) 以国际国内重大战略问题研究为导向的经济类理论期刊* 刊物依托 $中国智库% 平台优

势) 秉承 $同享人类智慧) 共谋全球发展% 的核心理念) 本着兼容并蓄# 百花齐放的原则) 着力

打造 $全球经济思想库%) 构建一个智库交流的平台) 成为广大读者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窗口和

共享思想盛宴的便捷之门* 刊物重点关注国际经济# 宏观经济# 产业发展# 区域发展中的重点和

难点问题) 提高经济形势分析预测的科学性# 及时性和权威性. 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进

程) 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与发展中的趋势与问题) 为中国企业 $走出去% 提供政策和咨讯服

务) 同时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提供引领和支持* 刊物力争具有全球视野) 服务宏观决策) 推动企

业发展) 集聚各类人才) 成为政府# 科研院所# 企业从事国际经济研究# 把握中国经济动向的重

要理论刊物*

CDCH 年重点选题包括" 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研究.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研究. 全球价值

链调整及应对研究.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研究. 贸易高质量发展研究. 创新发展服务

贸易"数字贸易研究. 高质量利用外资研究. 高水平对外投资研究. 构建高标准全球自贸区网络

研究. 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研究. 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研究. 推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研究. 深化体制改革研究.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 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

研究. 推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研究.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研究. 扩大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

究. 壮大民营经济研究.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研究. 推进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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