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经济在美国的发展及前景 

文/罗 弦 

1996年12月30日，美国《商业周刊》首次提出“新经济”概念。1997年2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以
官方语言确认了新经济和知识经济的概念。虽然目前国际上对何为新经济并无统一认识，但综合有
关学术资料，可以初步将新经济归纳为：新经济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以生命
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环境技术和管理技术等7大高科技产
业为龙头的经济，其核心是观念的创新、运行模式的创新和技术创新等。新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
济技术样式，其对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发展所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高新技术的运用带来劳动生产率的较大提高，弥补了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抑制了通货膨胀，
从而减弱了经济增长、通货膨胀间的关联度。 
其次，企业利润、信贷和投资成为新经济的重要支撑点，而高科技产品的特点决定了企业在信息充
分的条件下，可迅速进行投资战略调整，增加应对市场供求的灵活度。 
第三，通胀率和物价水平被控制在较低范围，从而弱化了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的效能，且政策时滞较
前拉长。 
第四，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诸多因素有效结合，提高了传统产业及其产品的高科技含量，并使传统
经济的生产、运作、管理模式出现新的变化，较有力地促进了传统产业的发展。 
新经济的迅速成长，极大地推进了美国工业制造部门、服务部门和流通部门的发展。业内专家评
称，各种迹象显示，新经济依然生机盎然。 
对新经济，褒之者有，贬之者亦有。贬之者以新经济缺乏存在与发展的科学理论为由，将其列为后
工业时代的一种泡沫现象而难以为继。“9．11”事件后，这种持否定的论调更是甚嚣尘上。但
是，从新经济兴起以来的十年进程综合分析，新经济的确具有较为广泛而牢固的理论基础。 
从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经济发展原则来看，分工可以极大地促进经济发展，而分工所能达到的程度
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大小， 
市场规模的大小则又取决于市场交易的成本。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使市场规模扩大，分工
更趋细化与合理，经济效率大幅度提高。此外，根据熊彼特所提出的著名的“创新理论”，新经济
绝不仅仅是个技术概念，它不简单等同于技术上的发明和应用，新经济之所以发展迅速，一个重要
原因是它通过信息、网络和计算机技术等的广泛普及，创造了包括技术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
在内的新的经济运行体制和组织管理体系。 
从迈克尔·波特的管理学理论来分析，新经济的蓬勃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大大降低了产品成
本；高新科技的运用使产品和服务更加丰富多彩，可以满足消费者千差万别的需求，企业更加容易
利用差别化赢得比较优势；微电子、软件与网络等高新科技产业的巨大发展要求进行大规模生产，
实行高度分工协作，产业聚集成为必然，并且上升为加速经济变革的一种工具。 
虽然美国新经济尚未走出阶段性调整，但是可以预计，新经济依然令人看好，其发展前景广阔。 
首先，十年来推动美国新经济成长的现实条件依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
的高新技术革命。虽然信息产业在去年底出现了阶段性调整，但美国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却为技
术革命推动经济发展提供了持久而强劲的动力。二是经济全球化浪潮。尽管经济全球化引发了新一
轮的南北矛盾，但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运动的客观现实无法回避。在当前形势下，国际商
品、资本流动、信息技术扩散和国际化经营继续得到发展，欧盟、北美、东亚等区域经济一体化进
程稳步向前推进。经济全球化已使以信息产业为中心的新一代工业体系出现新的变化，全球生产力
要素组合与生产力布局出现新的特点，在全球化浪潮中，企业正加紧进行结构调整，在产业结构升
级的同时，市场制度与企业制度的创新亦正在加速进行。其次，新经济为美国成功实现产业结构大
调整，赢得先发优势创造了牢固的物质基础，美国将会继续从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发展高新科技产
业。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美国信息技术革命最初得益于80年代里根和老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减
税大大减轻了企业负担，增强了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新经济的全面发展准备了条件。目前，
布什政府正面临使美国经济摆脱低迷和推动经济全面增长的双重任务，其在经济政策上沿袭了共和
党“务实”和“自由放任”的传统特征，这将为今后新经济的走强注入巨大活力。布什政府以“里
根经济主义”为依据，再次提出供给学派理论，认为生产和供应能创造需求，自行调节经济。 
此外，90年代以来的企业购并和重组，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发展为新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了新的基

 



础。尽管近一两年来，企业购并和重组出现了一定降温势头，但总的发展趋向没有逆转。它有力地
促进了企业资源的综合利用，巩固了企业的市场份额，减少了重复劳动，扩大了企业的经营范围，
增强了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并且带来了不同经营发展模式的相互接近与融合（作者单位：白城师
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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