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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李向阳 

    面对利率上调和石油价格上涨，2005 年上半年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维持了较为强劲的增长势头。在很大程度上，这得

益于其国内需求的旺盛，而国内需求旺盛又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密不可分。未来国际经济增长的隐患仍然集中于三个领

域：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石油价格上涨与主要发达国家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风险。 

    一、 全球经济保持平稳增长  

    依照第一季度业已经公布的数据，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均保持了较为强劲的增长。美国经济GDP 增长率为3．

8％；日本宣布“坏帐危机时代已经结束”，增长率为4．9％；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为1．9％。第二季度各国经济先行指标

显示增长前景参差不齐：美国已经公布增长率为3．4％；而欧元区和日本经济会在第一季度的良好基础上明显放慢。综合

主要国际组织的预测结果，预计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全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6％、1．7％和1．3％。推动经济增长的

主要因素仍然是强劲的消费需求。以美国为例，在第一季度增长的3．8个百分点中，有2．5 个百分点来自于个人消费。

而旺盛消费的背后是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繁荣。与上年同期相比，2005 年第一季度房屋价格上涨了12．5％。然而，这

种繁荣正在引起人们越来越强的担忧。IMF 所做的研究显示，如果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崩溃，其影响将是证券市场泡沫崩

溃影响的两倍，并会诱发一场经济衰退。 

    二、 全球经济失衡正在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  

    美国经常帐户逆差／GDP 目前已经达到创纪录的6％左右，其绝对值相当于全球贸易盈余国贸易顺差总额的75％，美

国经常帐户越来越大的逆差具有全球影响。首先，不断扩大的经常帐户赤字对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压

力。美元不断贬值的风险正在迫使各国中央银行考虑减少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比例。其次，亚洲国家货币管理当局越来越难

以承受针对美元流入所做的对冲安排。他们为防止美元过度贬值而不得不大量购进美元，但结果是国内货币政策受到的压

力越来越大。面对美元贬值的风险，亚洲国家处于两难困境之中：明知美元贬值风险，还不得不购进美元；看到其他国家

抛售美元，自己还要维护美元的地位。 

    三、石油价格上涨风险  

    2005 年8 月，油价已经接近65 美元／桶。尽管按照实际价格衡量，目前的价格只相当于1979 年第二次石油危机时

的一半左右，但按照名义美元价格，现行水平已经远远高于历史最高纪录。目前的石油价格上涨是供求不平衡的结果。在

供给方面，世界石油储备减少，开采成本上升，供求矛盾加大长期内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目前，世界石油生产的富余

生产能力接近历史最低点。由于对石油供求和开采成本的忧虑，一些国际石油公司已经开始调整过去10 年来用于内部决



策的计划价格。在需求方面，国际能源署(IEA)预测，2004 至2005年的石油需求增长为每天177 万桶。虽然这个数字低

于2004 年创纪录的增长，但这仍意味着2．2％的增幅，而过去20 年里仅有4 次达到这一增速。此外，美元汇率变化和

投机因素也是导致石油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短期内，这些因素将发挥决定性的影响。 

    四、 国际金融市场走势  

    上半年在美元汇率连续走弱之后，因欧元区一体化进程政治上受挫，以及美国第二季度先行指标趋好，美元汇率止跌

回稳。发达国家已经开始摆脱IT 泡沫崩溃的影响，企业并购数量有所回升。尤其是日本国内的企业并购增长速度加快，

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外资流入。据日本财务省数据，在截至2005 年4 月的一年，外国在日本的直接投资翻倍，达创纪录

的375 亿美元，而投资流入日本的金额自有记录以来首次超过流出金额。2005 年第一季度，美国的直接投资的流出额和

流入额基本实现了平衡。这是2003 年初以来首次出现的现象。虽然我们还无法由此判定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是否已经发

生了变化，但只要发达国家企业并购持续升温就会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 

    五、 国际贸易前景  

    尽管全球经济增长率维持了一个较高水平，但国际贸易摩擦却没有明显的降温。由于全球纺织品贸易自由化开始实

施，我国所面临的贸易摩擦尤为严重。国际商品价格目前处在一个新的上升周期。此轮价格的上涨始于2001 年底和2002 

年初，是过去20 年来第3 个上升周期。2002～2003 年间，非燃料商品价格上升速度分别为O．6％和7．1％。进入2004 

年以后，全球商品价格，尤其是原料价格上升速度进一步加快，非燃料商品价格涨幅达到了18．8％。按照国际货币基金

的预测，2005 年也可能是这一轮上升周期的顶端，增长幅度将会大幅缩小，只有3．8％。从2006 年开始将进入周期的

下降阶段。上半年，国际市场上部分商品类别的价格已经出现了拐点。 

    六、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对我国的影响  

    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对我国的影响主要包括：第一，2005 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低于2004 年，但仍然可以维持

较高的速度，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将为我国出口贸易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第二，全球经济失衡的压力越来越大，

不同的调整方案都存在一定的风险。这是未来一个时期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它不仅决定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基本走势，而

且对发达国家的贸易政策，乃至全球经济增长速度都会有深远的影响。第三，国际商品价格周期的走势对我国贸易条件的

改善会有非常大的影响。事实上，在过去3 年价格周期的上升阶段，我国的贸易条件不仅没有改善，而且呈现恶化的趋

势。因此，如何应对价格周期可能的下降压力将更为艰巨。第四，发达国家企业购并升温，一方面会引致全球直接投资的

回升，另一方面也可能使直接投资的流向发生变化，更多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动。这对我国引进外资可能是双刃剑。 

 

相关文章

 郎平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经济安全思考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4期 (2008-5-24) 

 抓紧做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各项工作 不断赢得发展新优势开创发展新局面 中央电视台2008年 (2008-5-6) 

 经济学家精彩观点 《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3月31日 (2008-4-13) 

 余永定：中国经济经得起美国经济减速的考验 《上海证券报》 2008年1月25日 (2008-3-4) 

 访余永定等 减速：2008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双向挑战 《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2月4日 (2008-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