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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究竟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华民 

    中国的经济增长到底给世界带来了什么？有人说是威胁，也有人说是机会，还有人说是世界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动

力。在所有以上这些回答中，究竟哪一种看法更加符合实际情况？为了从中找出一种正确的答案，我们就必须对中国经济

增长的动因、特征及其外部效应等几个方面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方能得出比较准确的判断。 

    一  世界经济增长中的“邓小平效应” 

    ......

    二  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效应为什么会如此巨大？ 

    ......

    三  中国的经济增长给世界带来的究竟是威胁还是福利？ 

    通过以上的分析，回答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比较容易了，因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度高，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被世界各个国

家所分享。既然中国的经济增长是被世界所分享的，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于世界来说就不是威胁，而是一种福利。从逻

辑上讲，这种福利效应是通过以下的机制溢出到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性的垂直分工体系，让有关国

家分享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好处；中国通过大规模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让所有参与中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分享了中国经济增

长的好处；中国通过官方对外投资，为世界提供了资金和货币来源。 

    环顾世界，存在上述这些溢出效应的国家很多，但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的影响会特别大，并且在最近一段

时间以来一直成为人们争论不休的敏感话题？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第一，中国是一个大国；第二，中国从自己

的禀赋出发，准确地找到了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位置，从而使得中国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还产生了巨大的正的溢出

效应。 

    我们的分析不妨先从第二个方面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溢出正效应为什么特别巨大，因为中国是以互补性的角色

而不是竞争性的角色参加全球性国际分工的。从禀赋来看，中国多的是劳动，缺的是资本、知识和资源；发达工业化国家

缺的是劳动，多的是资本和知识；许多发展中国家虽然也缺少资本和知识，但是却有丰富的资源禀赋。面对这样的一种世

界经济格局，中国正确地选择了发展劳动要素密集产业、参与国际低端分工的开放道路，这样做不仅避免了可能发生的竞

争，而且深化了国际分工、创造了一个多赢的国际分工和贸易结构，并使得世界各国获得了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可能

性。 

    既然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够被世界各国所分享，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指责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对世界的威胁？就像我们



在上面第一点所指出的那样，因为中国是个大国。通常来说，一个大国的经济增长总会使小国感到不安，并且产生误解，

因为人们一般观察到的总是问题的表面，而很难看到问题的本质。从表面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令人生畏，中国有13

亿人口，有7亿劳动力，那么多的人口参与国际分工，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工厂，那么其他国家还有机会吗？世

界的能源和自然资源能不能满足中国经济增长的需要？世界的市场会不会尽为中国所占？但是，只要我们透过表面现象，

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内在联系入手，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效应就可以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是世界的机会，而且

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来源。因为，今天中国经济的增长正在借助于上述的三种机制和七

个渠道产生着与日俱增的、正向的外部溢出效应。这七个渠道分别是： 

    （1）出口渠道。中国是个劳动力资源极为丰裕的国家，中国又准确地选择了国际低端分工，从而使得中国的禀赋优

势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并通过为世界各国提供价廉物美的优质商品而大大增加了这些国家的消费者剩余。更加重要的

一点是，由于中国大规模出口具有竞争力的劳动要素密集产品，就使得所有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发达国家有可能从无利可获

的低端产业或生产链中退出，转而去从事那些附加值比较高、贸易条件也相对有利的产业活动。其结果是，不仅世界经济

活动的总量增加了，而且发达国家也会因为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转型而获得禀赋性福利。 

    （2）进口渠道之一，原材料和能源进口。由于中国参与的是国际制造业分工，对外贸易也是以加工型为主的，这就

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必然需要大量进口各种各样的原材料和能源。由此可能产生的后果究竟是什么？持有悲观态度的人

总是认为世界的资源将会被中国消耗殆尽。对于这样的观点我们当然不能接受，不能因为中国是个后来者，就把中国使用

人类共同拥有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也剥夺掉。更何况，中国进口资源的阶段也不会维持很长的时间，只要世界的资源是通过

市场机制来配置的，那么随着中国资源进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各种资源的价格迟早都会上涨，当资源价格的上涨幅度超过

某一临界点，中国除了选择替代品或进行经济结构转型之外，是没有其他办法来保持其国际竞争力的。既然如此，那么那

种从长期来看中国将会耗尽世界资源的说法就是不成立的。这样，我们还是把眼光转向短期比较合理些。从短期来看，中

国的经济增长会造成世界原材料和能源需求的增加，进而引起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上涨，而这对于改善资源出口国的贸易

条件具有积极意义。 

    （3）进口渠道之二，中间品进口。由于中国参与的是国际低端分工，且以加工组装为主，所以中国自然就成为世界

经济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中间品进口国，于是发生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将同时传递到那些在国际分工中从事中间品生产的国

家，并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机会。 

    （4）进口渠道之三，资本品进口。资本品生产需要资本和知识，中国目前不具有这样的禀赋，所以，一旦中国成为

世界工厂，加工制造必需的资本装备品（特别是高级的生产流水线）就必须从像德国和日本那样的先进工业化国家进口，

这样，中国的经济增长可带动世界主要资本品生产国家的经济增长。 

    （5）进口渠道之四，奢侈消费品进口。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必定会导致消费品范围

的扩大，除了满足生存所必需的消费品之外，中国的居民还将对那些旨在提高生活质量与增加生活舒适度的奢侈消费品产

生需求，这意味着经济增长会增加中国对世界各国生产的奢侈消费品的进口。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这种变化在最近几年特

别引人注目，尽管在今天的中国，奢侈品（指宝石、名表、豪华车等）市场销售额不过在２０亿美元左右，但是需求的增

长率却是全球之最，以致我们可以做这样的预测，在今后的１０年内，中国极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 

    （6）投资渠道之一，跨国公司的对华直接投资。我们已经反复强调，中国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禀赋就是拥有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优质劳动力。取之不尽和用之不竭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几乎可以无限供给，这决定了中国劳动力的成本必

定处于全球最低水平。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劳动者读书识字率大约为86%，这又决定了中国的劳动力不仅便宜，而且还

具有较高的生产率。中国劳动力的这两个特点为全球的跨国公司提供了极其可观的套利空间，于是便产生了全球每年大致

有50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市场，从而给世界所有跨国公司的母国带来了数量巨大的GNP。 

    （7）投资渠道之二，中国官方的对外投资。通过对外开放，中国近10年来一直保持着贸易和投资的双顺差，贸易和



投资的双顺差使得中国的国际收入迅速增加。既是为了减轻本币不断升值的压力，又是为了保持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中

国政府用了近2000亿美元的国际储备进行官方的对外投资（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债券），从而帮助世界完成了一个有序的投

融资循环。 

    综合以上对三个机制和七个渠道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没有对哪个国家构成所谓的“威胁”，

反而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一种动力源泉。因此，那种把中国的经济增长说成是对世界威胁的说法是绝无道理的，事实刚

好相反，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为世界带来机会，而且也带来了福利。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邮编：200433  责任编辑：李元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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