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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

“贸易、开放与共享繁荣”

第一单元：全球经济增长展望

2019 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于 9 月 6-7 日在北京钓鱼台国

宾馆举行。本次专题研讨会以“贸易、开放与共享繁荣”为主题，围绕加

速开放的中国、中美关系再定位、英国脱欧与欧盟前景、中国经济的韧性

与高质量发展、全球创新合作、减税降费的进展与成效、数字经济下的机

遇与挑战等一系列重大议题进行探讨。

本节讨论的题目是“全球经济增长展望”，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

组成员、办公厅主任余斌主持。与会嘉宾分别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

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基辛格协会

副会长、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刘遵义、新

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创始院长李

稻葵和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巴罗。

戈皮纳特认为，世界经济依然是疲弱的，而且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

体的经济增长要差于预期。政策的不确定性也会带来经济疲软。未来世界

经济有以下风险：一是贸易冲突的不确定性，这是全球最大的经济风险，

会对全球增长带来巨大的影响。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导致了全球贸易的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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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二是金融市场的情绪变化。低利率的环境导致全球存在大量的杠杆和

借贷。如果经济前景不佳的话，可能会导致市场情绪出现变化。

她指出，考虑经济风险时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从全球范围内看，

制造业和服务业所出现的变化有很大的差异。制造业比较疲软，服务业比

较坚挺，企业信心比较疲弱，消费者信心比较强劲，这是因为政策的不确

定性对制造业产生了更为显著的影响，而这些变化最终会影响到全球贸易。

其次，很多发达国家包括欧洲和美国的 GDP 增长可能会很慢，货币政策比

较宽松，资水平和物价水平出现上升，但通货膨胀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另外，低利率会促进资本流向新兴市场。

她强调，关于未来经济增长预测，70%的经济复苏都会来自于新兴市

场，包括委内瑞拉、伊朗、阿根廷，这意味着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对一些大经济体、大经济市场的预测。这主要是因为

贸易冲突，但也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印度的内需疲软、巴西政策不确定

性、俄罗斯供应链的冲击等等。其他一些影响因素包括，投资出现疲软以

及脱欧对欧盟和英国产生的影响。另外，如果美国和中国之间继续加征关

税的话，全球 GDP 在 2020 年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个累积性的 0.8%的下调，

这将是一个很大的份额。

王一鸣指出，在经历了 2018 年全球经济增速回调后，经济下行风险

再度增大，面临的挑战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贸易战持续升级和供

应链受到冲击。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主要经济体出口增速由正转负；

随着贸易战规模和范围扩大，企业提高内部化水平，导致全球供应链更加

区块化、碎片化。第二，货币政策转向宽松进一步积累风险。主要经济体

货币政策由收紧转向放松，有可能使全球居高不下的债务水平重新上升，

进一步积累金融风险并增大全球经济脆弱性。第三，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

剧市场避险情绪。全球主要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大宗商品市场、金融衍

生品市场均大幅波动，投资者的悲观情绪创金融危机以来新高。第四，应

对经济衰退的政策空间缩小。各国的财政扩张能力也受到高债务的制约，

很难再通过扩大赤字来刺激经济；与此同时，WTO、G20 等国际宏观机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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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难度增大。

联系到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他强调，贸易摩擦没有赢家。不利于美

国，也不利于中国，更不利于世界经济。坚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才是正

确的方向，携手应对挑战、共谋稳定发展才是正确选择。一是缓解贸易紧

张局势。各国应该强化规则导向的多边贸易体系，包括通过世贸组织争端

解决机制，找到解决贸易争端的合理方案。二是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基于

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优于碎片化的双边或区域贸易体制，通过改革解决对

现有贸易体制不满的根源问题，终将有利于世界经济。三是推动全球化重

返正常轨道。当前，经济全球化处在调整和重塑历史关口，世界各国都需

要适应新趋势，自我调适并协调彼此利益，共同打造一个更加开放包容、

普惠平衡、公正共赢的“全球化升级版”，才能携手应对挑战，共享机遇

和繁荣。

霍马茨认为，中美两国的分歧越来越多，科技、汇率政策、国家安全、

知识产权等等，都是两个国家引发冲突的诱因，加之贸易和关税措施的升

级，给两个国家和世界经济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世界经济秩序现在充满

结构性问题和脆弱性，特别是在金融体系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没有足够的资源，世界贸易组织（WTO）作用减弱，各国央行也受到巨大

的政治压力，难以保持独立性，这些情况令人担忧。原有的国际经济秩序

是希望促进各个国家间的合作，而现在每个国家都以自己的利益为重，很

难达成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互信至关重要，至少可以从互信的基础

上逐渐改变国际秩序。但目前中美没有这种互信。如果不能够为双方的互

利或者共赢而努力，竞争就会带来更多的冲突，影响两个国家和整个世界

的经济。他指出，中美需要达成的不只是短期的、交易性质的合作，而是

一个中长期的合作框架，通过这个框架解决双方在贸易和其他重要领域的

分歧。

刘遵义表示，尽管当今世界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但他

对未来仍然是乐观的。短期来看，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争端带来较为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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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预期，需要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应对，但像过去一样依赖货币政策可能

行不通了。

他指出，过去 10 年全球贸易持续增长，全球贸易增速和全球 GDP 增

速基本一致，他希望贸易的重要性在未来还会延续。从 1970 年到 2007 年，

中国占全球 GDP 的比重增加了 16%，中国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增加了 10.1%。

当前，中国 GDP 增速仍维持在 6%以上，贡献了世界 1/3 左右的 GDP 增量。

与美国、日本相比，中国的 GDP 增速较快，但人均 GDP 仍不足一万元。根

据他的预测，中国 GDP 总量可能在 2033 年赶超美国，但即便在 2035 年，

中国人均 GDP 可能才达到美国的 1/4。

他表示，中国过去作为新的参与者对世界经济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

印度、印尼、非洲国家都可以算是新的参与者，南亚自贸区的建立也会对

世界 GDP 做出贡献。他强调，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有益于每个国家，但在每

个经济体内肯定既有赢家也有输家，政府需要照顾其中的输家。在美国、

英国、还有其他的一些地区，需要我们反思的是，政府其实没有做出太多

的举措去保护这些经济体之内的输家。

他指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现已成常态，但是他希望这种竞争是

友好的，因为现在的贸易冲突可能只是未来两国相互交融的一个体征和表

现。他建议，在国家之间需要建立互信，继续秉持 WTO 的原则，支持以多

边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国正在考虑实施的“三零战略”（零关税、

零非关税壁垒、零补贴），如果所有国家都这么做的话，全世界的 GDP 和

贸易可能开始一个新篇章。

李稻葵指出，金砖国家经济总体稳健，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

引擎。金砖国家在过去十年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 43% ，未来五年

其贡献将超过 50% （按购买力平价汇率计算）。并且过去十年金砖国家的

经济增长都是形成合力的，金砖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的相关性高于其与美、

日、德等发达国家的相关性。金砖国家正致力于推动改革，开展广泛合作

以共同应对全球经济挑战。展望全球经济前景，金砖五国作为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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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能够保持继续增长的势头，为全球经济带来希望。

他同时指出，新开发银行正在以创新方式更快、更低成本地为发展项

目融资，助力世界经济增长。通过探索创新多边开发银行新模式，新开发

银行 2018 年批准贷款 47亿美元，2019 年将达 75 亿美元。

巴罗认为，美国的贸易政策正在受到重商主义情绪的影响。尽管有悖

于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但特朗普总统坚信关税可以减少进口、增加税收，

有利于美国经济。在保持关税的情况下，中美双方难以达成协议。最终可

能的结果是中美贸易战持久地进行下去，给两国带来巨大的伤害，同时增

加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的风险。目前美国的贸易政策正在部分抵消 2017 年

以来税改和监管改革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而中国采取的应对措施，包括增

加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扩大自贸区建设等，都是积

极和正面的。巴罗认为，政治是一种零和游戏，而经济不是，美国从中国

的经济进步中收益良多。但现在世界的特点是政治关系紧张日益加剧，未

来政治会更加占据主导地位。他还指出，相比 GDP 本身，人均 GDP 是一个

更加重要的衡量标准，因为它体现了公民的健康和教育水平、国家福利等

等。按照人均 GDP 来说，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这可能对中国的世界经济

地位更加公正。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撰稿：张纯；校对：王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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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两会”后首个国家级大型国际论坛，旨在“与世界对话，

谋共同发展”，是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和中外学者之间重要

的对话平台。2019 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

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旨在介绍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进展和成果；进一步向国际社会

宣传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政策和措施；加强合作，让开放成果及早惠及中国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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