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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统计学科的发展 

世界经济统计分析研究室  何新华、刘仕国 

     

    成立于我院建院之初的世界经济统计研究室，是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建所以来惟一保留至今的一个研究室，也是目

前国内为数不多的以世界经济统计研究为主的研究机构。2004年-2006年，该学科带头人余永定研究员被任命为中国人民

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作为该委员会唯一一名学者委员，在我国宏观经济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6年-2000年，

该学科被纳入我院实行目标责任管理学科。从2002年7月起，世界经济统计学科纳入我院为期5年的重点学科建设工程。 

    20多年来，世界经济统计学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鲜为人知到在相关研究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其发展过程可大致

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82年-1985年，以收集和整理世界经济数据资料作为主要工作内容。在经历了长时间闭关锁国之后，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国内急需了解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世界经济统计数据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显得尤为重

要。学科的研究人员凭借当时十分难得的国际组织出版物，及时有效地为国内各有关部门提供了大量急需的数据资料。 

     第二个阶段，1985年-2000年，在收集和整理世界经济数据资料的同时，开始尝试开展世界经济统计资料的分析研

究。随着研究力量的加强，世界经济统计研究室的部分研究人员开始转向对世界经济统计研究的工作。“东欧数据库”和

“国际经济数据库”的建设使该学科研究人员全面接触并熟悉了国际统计资料，为后来申请、承接大型研究课题奠定了信

心和视野等方面的基础。 

    在这一阶段，该学科先后承接并圆满完成了4项社科基金课题：“国际比较项目（ICP）研究”（桑炳彦主持）、“世

界经济模型研究”（陈沙主持）、“综合国力研究”（王诵芬主持）、“灰色系统模型”（石小玉主持）、“国际竞争力

研究”（张精华主持），使世界经济统计学科建设有了一个好的起点。 

    第三个阶段，2000年至今，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世界经济统计资料的日益普及，对世界经济统计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已基本退出日常工作日程，而世界经济统计研究则成为工作的重点。2001年，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世界经济数据库建成并成

功运行于我院局域网上。2002年，石小玉主持的院基础学科建设课题“世界经济统计研究新进展”，较全面地对世界经济

统计研究方法、内容等进行了综述。2003年初，由该学科自主研发的“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China_QEM”建成，并陆续

在人民币汇率调整、外部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升值与加息的货币政策取向等一系列有关中国宏观政策取向的研究

中得到成功运用。2006年，进一步将宏观经济模型的开发推向了多国模型，现包括6个国别（地区）模型在内的多国模型

已完成了初步调试，即将投入试运行。 

    在院所两级的大力支持下，世界经济统计学科先后有2人获福特基金资助前往美国进修，1人获英国王宽诚基金资助赴



英国进修，1人获得荷兰皇家科学院资助赴荷兰进修。为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目前有3位研究人员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该

学科日渐形成了严谨、扎实的研究氛围。 

    世界经济统计学科自2002年被纳入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以来，高质量地完成了院B类课题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1项、所级重点课题2项、国情调研课题2项、科技部委托课题1项。目前还有在研的院重大课题1项。 

    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以来，世界经济统计学科共完成专著2部（《世界经济统计研究新进展》，石小玉主编；《中

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Chi鄄na_QEM》，何新华、吴海英、曹永福、刘睿著）、学术论文40篇（包括英文10篇，其中4篇发

表在国外专业杂志上，5篇作为国际会议论文宣读）、研究报告11篇（其中英文6篇）。 

    世界经济统计学科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关注与深入研究，使得科研成果具有了很强的现实意义。同时，其研究成果

也直接成为宏观经济决策者的参考依据。 

    2003年11月，何新华、吴海英、刘仕国发表于《世界经济》上的“人民币汇率调整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一文，在

国内相关研究领域内首次以数量结果为依据给出了“为减小人民币升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渐近式升值要优于瞬间大幅调

整；此外，即使人民币升值15%，从长期看也不会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严重危害，因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稳定，人民

币升值带来的大的负面影响仅发生在最初一两年内”的结论，在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 

    2005年，在有关全球不平衡的讨论中，由何新华、曹永福撰写的“解析中国高储蓄”（载于何帆、张斌主编的《寻找

内外平衡的发展战略———未来10年的中国和全球经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 

     回顾走过的历程，世界经济统计学科虽然与自身相比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距离国际知名、国内领先的建设目标仍

有一定的差距。我们一定再接再厉，进一步推进世界经济统计学科的建设工作，以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已，努力使学术

水平和科研成果质量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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