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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的增长模式”  

http://www.crifs.org.cn  2008年3月28日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美国金融系统出现的危机，证明监管不充分带来的经济代价是多么的巨大，以及要建立这么

一个监管机制来处理现代社会复杂的金融创新是多么的艰难。随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我们应

该时刻警惕新出现的风险和威胁。而保持一个强力的监管框架则是非常必须的  

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造成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不仅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世界的难题。中国在当

前这个阶段，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支出需要得到重视。最近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随

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在2007年度取得了大幅增长，而这也为向一些以前被忽视的领域加大支出提供了

机遇  

●近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和谐状态下的可持续发展。征收环境税将有助于减轻中国对出口的

过度依赖。这些收入可以用来满足中国的其他需求，包括对基础设施尤其是“绿色基础设施”的支

出，对建设更完善的交通系统的支出和对设计集宜居和环保于一体的城市支出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平均增长

率高达9.8%，人均收入平均增长率为8.4%），贫困状况也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同时，新问题开始出

现——收入差距在扩大，一些地方环境也在逐渐恶化。因此中国需要调整自身的经济社会政策来适

应全球环境的变化。在我看来，调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要达到“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的利益平衡。“市场基要

主义”提到市场是能够自我调节的，并且朝着对每个人更好的方向调节。一些特别的利益团体，尤

其是金融机构都鼓吹完全市场调节论，虽然该观点没有得到经济理论和历史经验的证明，却仍然深

入人心，并形成了大多数的国际准则。最近美国金融系统出现的危机，就证明了监管不充分带来的

经济代价是多么的巨大，以及要建立这么一个监管机制来处理现代社会复杂的金融创新是多么的艰

难。美国对金融监管的不力不仅影响着世界经济，还带来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至少两百万美国

人将因此而流离失所。  

对于不断发展的中国来说，教训是很明显的。随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我们应该时刻警惕

新出现的风险和威胁。而保持一个强力的监管框架则是非常必须的。  

这个框架不仅仅在金融市场适用，美国还意识到应该建立一个“金融产品安全委员会”。当然

当前中国更加迫切需要的是对产品安全，环境和工作场所的有效监管。  

其二，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造成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不仅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世界的难题。在

所有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国家中，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做得最成功，当然同时他们也拥有最高的赋税率



和生活水平。  

正如之前提到的，中国当前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即是要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找到平衡。一方面要

建立合理的监管框架，另一方面也要建立合理的支出框架。政府对教育，卫生和经济安全等方面的

支出也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作用。中国在早期发展阶段，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但是在当前这个阶

段，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支出也需要得到重视。最近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随着居民收

入的提高在2007年度取得了大幅增长，而这也为向一些以前被忽视的领域加大支出提供了机遇。  

每项经济政策的分配效应在政策制定伊始都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几年前，我曾经提醒人民币

升值的问题，因为人民币升值将对农村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使他们本来就很低的生活水平雪上加

霜。然而随着世界食品价格的上涨，我们又需要重新考虑。比如当前经济的忧虑主要来自于日益上

涨的食品价格对城市工薪阶层造成的生活压力和更大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便有助于提高

农村人口收入，抑制通胀同时减轻城市工薪阶层的生活负担。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和下文将提到的

碳税增收，将是中国经济调整最有效的工具。这些政策将使中国逐步摆脱对出口和制造业的过度依

赖，并且有助于缓解西方国家贸易保护情绪对中国造成的影响。  

其三，近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和谐状态下的可持续发展。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对环境保护

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包括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明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

室气体排放国家（虽然从人均排放量来看，中国远小于美国；但从产生1美元GDP所排放的温室气体

量看，中国又远超过美国）。中国必须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像之前谈到的征收环境税，包括碳

税。通过这样，中国可以给其他国家树立榜样，同时给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更大的压力使之效仿。

因为中国出口的有些是碳含量很高的商品，征收环境税还将有助于减轻中国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同

时，征收碳税能避免目前某些地区正在讨论的调整边境碳排放量的要求，当然如果调整边境碳排放

量的措施得到采纳，无疑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种压力。  

这些收入可以用来满足中国的其他需求，不仅包括第二条中提到的社会支出，还包括了对基础

设施尤其是“绿色基础设施”的支出，对建设更完善的交通系统的支出和对设计集宜居和环保于一

体的城市支出。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也极大地凸显了这些措施的重要性。  

此外，中国的投资也需要再定位，包括对创新的投入，要着眼于资源节约方向，而不是和西方

国家一样的劳动力节约方向。这正是一系列增长方式转变的一部分，也可以称之为“新的增长模

式”。西方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于新兴国家，如果这些新兴国家还要坚持和西方一

样的发展模式，这个星球的未来只能是毁灭。如果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占得先机，她将毫无疑问

在未来几十年的科技和产品竞争中获得优势。从这个层面上讲，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也是中国在

未来几十年里保持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唯一法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文章系作者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8年会上的

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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