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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中国更需关注世界经济(程实；12月31日)

文章作者：程实

  2005年是中国迈入WTO门槛的第四个春秋，经济一体化、金融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中国经济的脉搏同世界经济心脏的

跳动将更加和谐、同步。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中国宏观经济走向的影响也与日俱增，世界经济在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中将成为举足轻重的

参数。因此，惟有以全球视角看中国经济，方可避免“盲人摸象”、“管中窥豹”之偏颇。对于2005年的中国经济来说，世界经济变化既带来了

机遇，又创造了挑战，利好与隐忧犹如烈火与寒冰，在多重角力中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前进方向。 

  双向协调 

  从全球视角审视2005年中国经济，最大的利好来源于双向协调性，“稳健”的世界经济增长将给中国营造合意的外部环境，而“稳健”的中

国经济增长也将回馈世界以同步支持。 

  “高速”和“共享”是2004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关键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2004年世界经济将增长5%，高

于2003年的3.9%，虽然实际数据可能会有些许出入，但无论如何2004年注定是自1973年以来世界经济表现最为抢眼的一年。而且，享受到

增长阳光的不仅仅是发达国家，2004年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增长率预计分别为4.3%、2.2%和4.4%，而根据世界银行12月发表的一份报

告预计，2004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将达到6.1%，这将是自1974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最高的一年。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1月份也报道说，该杂志跟踪的全球55个重要经济体2004年全都保持增长，这种皆大欢喜的局面至少也是1980

年以来所鲜见的。 

  2004年的“广泛性高速”增长既给2005年世界经济继续大步前进创造了物质基础，也带来了后继不足的疲惫后遗症。为了防范高速前进

中迅速积累的全球性风险，世界各国2005年的经济增长战略均保持了理性的克制。 

  与此相呼应，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纷纷适当下调了2005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出了

4%的数字，世界银行认为3.2%更为可信，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则将3.4%作为预期水平。权威们的异曲同工之处在于，2005

年世界经济比之2004年将有所放缓，但依旧会高于2001至2003年的水平。这就意味着，2005世界经济将更趋“稳健”，在保持较高增长动力

的同时将抑制住急速扩张的冲动。 

  而这种“稳健”也正是2005年中国经济总体运行的基本原则和核心目标。中国经济在经历了2004年9%以上的增长奇迹之后，经济增长可

持续性将被寄予更多的关注。相机而动的宏观调控已经很大程度上化解了中国投资增长过快带来的过热风险，而12月初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更是给2005年中国经济定下了“双稳健”的基调。有效刺激基础上适度偏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双稳”搭配将给2005年中国经济的稳步

前进保驾护航。 

  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在2005年对“稳健”的共同偏好对双方而言是一个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双赢”选择。在温和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实

施“双稳健”政策组合的外部压力将不断缩小，世界经济在放缓脚步的同时减少了中国经济增长可能面临的国际不确定性，给中国经济政策转

型创造了稳定的外在氛围。而与此同时中国实施“双稳健”政策也将给世界经济走稳作出贡献，中国高质量的稳定增长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的

将是延绵不绝的持久动力。因此，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稳健”共振对于双方而言都是趋利避险的利好消息。 

  隐忧尚存 

  然而，世界经济在创造利好的同时也给2005年中国经济带来了多重隐忧。这些隐忧源自于世界经济变化中的风险积聚，正如经济学家

在12月27日美国《商业周刊》的一篇重量级文章归纳的那样，2005年世界经济存在5大未知数：美元贬值、油价再涨、通胀抬头、房产泡沫

破裂以及世界政局动荡。这些国际不确定性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日益放大的外部风险。 

  首先，中国经济无法摆脱输入通货膨胀的潜在风险。中国2004年4%左右的通胀率略显温和，而且是一种结构性的通货膨胀，对经济运

行危害尚浅，但2005年世界货币环境恶化的可能性将放大这一负面影响。与中国内部投资过热、粮价上涨等因素具有可控性不同，来自于

外部的物价干扰因素更像是“不可抗力”，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低利率水平、财政赤字倾向、美元急速贬值、石油价格高企并不在中国宏观调控

的政策菜单内，但它们依旧通过贸易、金融等多渠道渗透给中国物价稳定带来了不容小视的威胁。对于这种外在不可抗力，中国货币当局只

能选择被动性的防御战略，而“稳健”的货币政策能否抵挡输入通货膨胀的冲击尚难定论，世界经济变化将给2005年中国经济带来更深重的

通胀阴霾。 

  其次，中国经济将邂逅更大的汇率风险。这种风险是以美元贬值的间接方式积聚的。美元汇率在2004年末出现了一次跳水走势，以“创
记录”的极端方式不断将“强势美元”打入历史深渊。由于中国汇率体制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所以人民币也成为了美元狂跌的牺牲品，

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升值压力。不论2005年美元“不负责任”的贬值是否在长期内持续，人民币都将面临更大的汇率风险。如果美元继续走

弱，中国只能在投机浪潮中以静制动，而这必然带来人民币继续同步下滑的事实，收获更多的升值压力；如果美元走稳，中国汇率机制得以

向更加灵活的方向改革，这也将带来体制变化的短期波动。因此，十字路口的人民币在2005年将由于美元贬值面临痛苦的抉择。 

  最后，中国经济将面对更多的国际不确定性。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很重要的一部分不是来自于确定性的变化，而是来自于无

法预测的不确定性本身，这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许多变数。2005年双赤字下的美国能否继续复苏狂飙？东扩后的欧盟能否完成基础结构

调整？枯木逢春的日本能否实现彻底反弹？油价是涨是跌？美元是强是弱？加息是急是缓？这些问题都没有确定的答案。这种云雾缭绕的外

部环境将给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不可预知的潜在威胁，也给中国宏观决策者的观察能力、反应能力和调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从全球视角预视2005年中国经济，繁荣中也蕴藏着危机，能否稳健前行将考验中国经济舵手的集体智慧。也许，现在所有关于

中国经济的具体占卜都是无谓的，正如凯恩斯所言：“如果你试图预测经济，你已经在想入非非了”。 

文章出处：《国际金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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