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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2013 年 3 月 24-25 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3”年

会在北京举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在 24 日

的午餐会上发表演讲，就过去二三十年世界和中国发生的剧变阐

述了看法。 

朱民认为，过去二三十年，世界变化的速度超出了预期。在

快速全球化过程中，产生了三个主要的国家集团，以及国家集群

间的交互关系。全球经济（特别是金融业）的互连互通在不断提

高，并给国内政策制定带来了巨大挑战。此外，全球增长的中心

从发达经济体转向了发展中经济体，去杠杆化趋势仍在持续。中

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在不断提升，但中国的金融体系和增长

模式仍然堪忧。 

 

关键词：世界；中国；全球化；变化趋势 

  



 1 

变化的世界和变化的中国 

朱 民1
 

一、中国 GDP 和贸易规模巨大，但金融交易规模较小 

世界变化的速度超出了之前所想。尤其从国际视角来看，如果根

据国家 GDP 做一张世界 GDP 经济地图，就会发现，中国变大了，而

有些国家变得特别小。如果用贸易量定义世界版图，就会发现欧盟变

得很大，而中国又相对变小了一些。从全球金融视角来看，在金融连

接度方面，即金融交易的繁荣程度，就会发现中国变得非常小了，在

这样一个地图上几乎找不到中国。而一个很大的国家竟然是卢森堡。

因此，可以发现，中国在 GDP 上非常大，贸易上也不小，但在国际

金融交易方面甚至比香港还小。这是全球经济和金融活动的真实版

图。 

二、全球化产生了三个主要的国家集团，产生了国家集群间的交

互关系 

在 20 年的全球化过程中，国家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全球化让

有些国家走的更近，有些国家走的更远。有三个主要的国家集团：第

一是发达经济体，发达经济体中发生了比较剧烈的变化。第二是泛亚

洲的垂直供应链国家，由于垂直综合供应链，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

该集团，比如巴西、智利以及相当多的非洲国家。第三是能源团体，

包括俄罗斯、中东的国家，但是这些国家都有能源周期和发展规律。 

发达国家不一定是完全连接在一起的。欧洲国家，即欧元之前的

整个欧洲，结成了两个团体，包括南方团体，中间是法国和意大利，

英国是欧洲北方集团的中心，希腊一直都在边缘地带，但在欧洲区这

些国家成为了一个大的集群，中心国家是德国。欧元改变了一切，今

天的发达国家走的更近了，美国也跨越大西洋更紧密地和欧洲走在了

一起。实际上，美国之前和南北美洲走的更近，甚至和亚洲走的比较

近。现在南美洲又转向依靠中国，所以有三个巨大的集群。 

                                                        
1 朱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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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变化过程还没有结束，但是这三个国家集团的融合趋势，以

及他们之间的贸易潜力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对于全球经济结构，国与国之间的集群效益，即小集群向大集群

靠拢，周围几个大集群逐渐向中间核心区域靠拢，并不是国家一对一

的关系，而是国家集群之间的交互关系，最终向中心靠拢的过程，无

论在金融还是在经济活动方面。例如，在欧洲六个小集团当中，意大

利、奥地利，南欧和中欧的一些国家，如波兰、斯洛伐克、捷克，所

有这些国家都在一块，为什么奥地利是这样的门户国家呢？因为奥地

利具备商界枢纽的功能。 

三、全球金融业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程度在不断提高 

金融交易从 20 年前占全球 GDP 的 60%上涨到今天的 350%。其

中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交易从 10 年前的 40%上涨到今天

的 70%，债券市场没有发生很大变化，但是股权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 

全球五大洲的主要证券市场的相关度出现了很大变化。拉丁美洲

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相关度由 42%上升到 81%。虽然亚洲人和发达国

家人的生活方式、理念不一样，但是由于泛亚洲的供应链，所以造成

了资本市场之间有如此高的相关性。这种相互关联意味着，系统溢出

效应的重要性。实际供应和产出的溢出效应比较低，但是金融方面的

溢出效应比较高。如果美国发生金融的重大冲击，加拿大、墨西哥、

中国、沙特阿拉伯也会受到非常大的宏观冲击，所以美国的外部溢出

效应是非常明显的。因此，金融渠道是全球市场最明显的传输渠道，

效应也是非常大的。 

四、各国互连互通程度的提高给各国国内政策制定带来了挑战 

一些国外危机对国内 GDP 的影响程度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例如，

危机前，外部危机对美国国内 GDP 的影响只有 15%，因为美国是一

个很大且独立的经济体；但危机后，外部冲击对美国国内 GDP 的影

响有 60%之高。对中国国内 GDP 的影响则从 30%增加到 70%。因为

现在中国开放了，而且中国经济规模也很大。 

由于 60%的主动权不掌握在国内决策者的手上，而是在他们的权

利之外，并且是在未知的风险领域，因此，一个国家要保证有效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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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管理是非常困难的。 

五、全球增长的中心从发达经济体转向了发展中经济体 

另一个趋势是，全球增长的中心从发达经济体转向了发展中经济

体。从 2003 年开始到现在，这个趋势更加明显。用购买力平价（PPP）

衡量，2013 年发达经济体的 GDP 占比第一次低于 50%。发展中经济

体的 GDP 占比现在则增加了，由于其在全球需求方面占比更多，他

们会继续在这个过程中增加，从原来的 15%增加到现在的 50%以上，

以后会达到更高的水平。 

在贸易方面，发展中经济体应该也会贡献更多。一个基本的问题

是，发达国家的人民在很长时期储蓄都非常少，而很多发展中经济体

人民的储蓄增长率则是 5%~6%。 

在铜的消耗方面，发展中新兴经济体的贡献率占比也几乎翻了一

番，现在达到 75%的水平，而 10 年前可能只有不到 20%。由于铜是

很好地预测 GDP 增长的指标，因此，可以看到需求结构和需求重心

都在发生改变，并且会继续出现。 

六、去杠杆化仍将持续并对增长带来挑战 

去杠杆化也是一个很大的趋势。去杠杆化不仅仅发生在政府部

门，而且也发生在家庭部门。公司部门的债务水平则有所增加，银行

业的杠杆率也还比较高，所以公司部门也有很多的债务需要清除。从

100 年的时间段来看，只有战争才能很快地降低债务水平。第一次是

1949 年美国债务水平下降了 50%；第二次是加拿大在 15 年后下降了

50%。因此，像欧洲的一些国家要降低债务水平并不是很容易。 

日本公司部门的债务水平很高也需要降低，因此政府对此支持，

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从 20 年前的 60%增加到现在的 200%多。 

英国一战之后的债务水平很高，英国政府用财政紧缩的办法来减

少债务，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减少了，并且支持了增长。随后债

务水平又继续上升，出现了一些波动。 

美国目前的经济复苏是最慢最平稳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去杠杆

化。如果各个部门去杠杆化，消费就不会增长，整个经济的资产负债

表就会缩水。这是目前面临的长期挑战，需要非常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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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全球格局在发生巨大改变 

1990 年消费占 GDP 的比重大概只有 70%多，2011 年，这一比重

大概有 80%多。这意味着，在 20 年的时间里，发达国家消费占 GDP

的比重增加了 5%。这样的增加必须平衡，因此需要将 GDP 公式里 I

（投资）的比重增加。因此，发达经济体投资贡献率有 5%的下降。

而发展中经济体的消费占 GDP 的比重则由 70%降到 60%。因此，现

实世界中，各国都是相互影响的。新兴经济体必须作一些发达经济体

所需要的投资，他们也要促进自身的消费。 

各国之间的互联互通程度非常高，因此必须要有新的机制把这些

国家连接起来。一个国家发生问题，另外一些国家也会受到溢出效应

的影响。未来 20 年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充满机遇的新时代。 

八、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在增加，但中国金融体系还不发

达 

与过去相比，中国经济增长迅速，贸易增长也非常快，但是中国

金融体系还非常不发达。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各国一个重要的出口目

的地，很多国家都加大了对中国的出口，中国对日本 GDP 的贡献率

达 26%，对韩国 GDP 的贡献率在 19%左右。所以，中国在全球贸易

以及全球贸易吸收方面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目的地。此外，中国的投资

减少 1%，对其他国家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受影响最大的是台

湾，其次是马来西亚和韩国。对出口大宗商品的国家，如赞比亚、沙

特的影响也非常大，大概会造成 GDP 0.3%~0.4%的影响。因此，中国

的继续增长对全球来说非常重要。 

中国在全球贸易中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已经是全球供应链中

起非常基础性作用的国家。德国和美国各为一极，现在中国成为第三

极，中国成为连通亚洲、欧洲和美洲非常重要的桥梁。比如在机械行

业，中国、日本、德国是最重要的三极，这三个核心国家要把世界各

国连通起来。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比重还不高，一是因为中国的产能利用率

降到了 60%的水平，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二是受一些资源、电力等

要素价格方面的影响，中国全球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也在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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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资本形成只有 50%的水平，主要通过银行贷款实现。如果

更多的资金投入银行系统，资本回报率会达不到预期。因此，资本的

乘数效应或对 GDP 的拉动效果减弱了，资本产出效率减弱了。 

经济增长模式是很重要。目前，中国私营部门的消费还非常低，

投资还比较高。中国正在向更少消费，更多投资的方向移动，这是令

人堪忧的。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陈浩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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