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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于21世纪到底是中国的世纪还是美国的世纪，全球不同的研究机构曾给出过不同预

测。英国《每日电讯报》2月28日刊出一篇评论，列举出世界两大著名银行对于21世纪中美竞争的

截然不同的预测，并表示赞同其中一份预测，即中国会因人口、资源问题不敌美国，2050年美国依

旧是全球的主宰。 

 

   环球网报道，对于21世纪到底是中国的世纪还是美国的世纪，全球不同的研究机构曾给出过

不同预测。英国《每日电讯报》2月28日刊出一篇评论，列举出世界两大著名银行对于21世纪中美

竞争的截然不同的预测，并表示赞同其中一份预测，即中国会因人口、资源问题不敌美国，2050年

美国依旧是全球的主宰。 

 

   文章首先指出，美国花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份威廉•比特（Willem Buiter）提出了一个“使

人惊诧的预测”，即205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与印度的经济总量将

成为美国的四倍，重现“16世纪亚洲主导主导世界的格局”。此外，非洲在接下来20年中会成为发

展速度最快的地区，增速达7.5%。印度尼西亚的GDP则可比肩德、法、意、英的总和。 

 

   比特称，实现这些并不需要发生什么奇迹，只需这些国家延续目前的改革轨迹及开放状态。

只要它们“别太倒霉，也不要浪费机会，让聚合理论起作用”。 

 

   其后，文章又提出汇丰银行认为西方不会“被人遗忘”的预测。汇丰银行认为，2050年时，

中国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但超幅极小，而且此后会“失去动力”。2050年时，普通美国人仍比中

国人富裕3倍，经济总量则是印度的2.5倍。而这一结果最主要的原因，是届时美国的人口出生率为

2.1，而北京和上海仅为1.0。 

 

   文章评论说，汇丰银行的预测更值得赞同。尽管两个研究都基于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伯

特•的理论（人口与经济增长理论），但对于各国应对人口减少的判断不同。由于生活富裕、女性

因接受教育而晚育和高房价等因素，中国的人口将迅速减少。而“你无法通过指挥棒来改变这

个”。 

 

   此外，文章还称，亚洲商业文化的“脆弱性”及中国华北地区面临的水资源危机，都会使中

国的发展“没有后劲”。也许21世纪与20世纪一样，仍是“美国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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