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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期 · 2024 年 3 月 25 日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4 年年会

“持续发展的中国”

全球经济增长趋势专题研讨会

（小组讨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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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年会，于 2024 年 3月 24-25 日在北京钓鱼台

国宾馆举行。其中 3月 25 日下午举行了“全球经济增长趋势专题

研讨会”，本场会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余斌主持。其中，

“小组讨论一”环节的发言嘉宾有 4位，分别为香港交易所主席史

美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高培勇，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宏观研究公司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鲁里埃

尔·鲁比尼，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史美伦发言指出，2023 年全球经济增长显示出韧性，并呈现以

下三方面新趋势和新特征。一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区域化和板块化。

当前，区域化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全球供应链面临诸多

挑战，“友岸外包”替代了高效的“离岸外包”模式，部分干预措

施已带来新效应。新兴市场如越南、墨西哥等正受益于新的供应链

生态系统的发展，而这些供应链迁移与中国所扮演的角色紧密相关。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不容忽视，其经济动态对全球产生深远影

响。区域化还促进了亚洲多个经济合作协议的发展，如亚太地区的

大型区域化协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涵盖了 15个成

员，占据全球经济总量的 1/3，推动协议各方在自由贸易、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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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共享、政府采购及技术合作等领域展开紧密合作。二是科技创新

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AI是其中重要的转型创新技术，生成式

AI等技术的积极发展与应用将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影响，改变着制

造、物流、建筑、医疗保健、教育、运输、金融服务及政府职能等

多个业务领域。创新技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充分利

用 AI的巨大潜力，关注生成式技术在政策方面的影响，须建立合

理的监管体系，并密切关注因 AI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而导致部分

劳动力被替代的现实挑战。三是脱碳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

对于国家主体来说，在脱碳领域中所采取的行动将会在未来几年的

经济发展中成为重要的驱动因素。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生

产国、电动汽车（EV）出口国、电池出口国以及风机出口国，已在

脱碳领域取得显著进展。追根溯源，是政府的承诺和私营部门的支

持共同推动了太阳能、风能等产业的发展。

面对当前全球经济增长趋势的变化，在宏观经济治理层面，高

培勇提出了三点看法。一是预期不稳或预期波动将越来越成为宏观

经济治理面对的主要挑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地

缘政治冲突叠加新一轮科技革命，会导致人们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

期转弱或将长期处于波动状态。2023 年年末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特别作出关于“三稳”的决策部署，也释放了“稳预期”这一重

要的基础信号。二是应对预期不稳或预期波动要采取新的做法、新

的思路。以往中国面对的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和挑战，大都属于周期

性波动中的困难和挑战，因而在当前面对预期不稳或预期波动这一

新的矛盾时，不能简单搬用过去逆周期调节的办法，应着重考虑如

何在宏观经济治理中结合实际。三是治理预期问题需要改革和政策

“双轮”驱动。在新形势下应对预期问题，应当把宏观调控工作的

重点放在制度变革上，以体制机制改革稳预期，从而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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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里埃尔·鲁比尼指出，当前全球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确

定性，包括经济、金融、财政、社会、地缘政治、健康等多个方面。

短期展望，一方面，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过去的一年其主要议题是

实现经济软着陆，软着陆就意味着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要保持经

济增长。目前看来，美国等发达国家实现软着陆的可能性较大，但

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有所放缓。欧洲和英国的经济增长相对较弱，但

通胀也在下降，因此也有可能实现软着陆，但质量较低。日本则刚

刚走出经济衰退，正走向软着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在过去一年

保持了超过 5%的增长速度，今年仍将继续保持增长。与此同时，政

府需通过供应链改革提高生产效率，扩大内需，不断推动经济增长

以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人口老龄化、房地产转弱、地方债务攀升等

结构性问题。中长期展望，全球经济面临诸多挑战，包括通胀上升、

去全球化趋势、人口迁徙风险以及气候危机等。这些因素可能导致

全球经济更加分散化，并反映在食品、能源等价格上。正确运用人

工智能和其他新兴科技的发展，有望提高经济效率、降低成本，并

实现全球经济增长的目标。

刘尚希在发言中提出，应高度关注风险全球化对全球经济增长

的拖累。风险全球化是世界不确定性的推动力量，因其会增大世界

各国的发展成本而拖累全球经济增长。有鉴于此，他建议在预测未

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时，相关国际机构应在预测模型中加入风险

这一重要变量。而面对风险全球化，各国应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挑

战。要尽快建立全球宏观政策协调机制，防范化解风险全球化带来

的不良后果，避免风险在全球蔓延扩散。

（中国发展出版社 撰稿：李欣桐、扈雨桐；审稿：刘长杰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审校：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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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

的国家级论坛。论坛秉承“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的宗旨，着眼于对外释放

我国对外开放信号，自 2000 年创办以来，已发展成为服务中央决策和国家对外

经济交往、促进中外企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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