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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世界经济研究的第二个高峰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  何帆 

  

     

    跨入21世纪之后，我国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一背景下，党中央对世界经济研究给予了高度重

视。2004年1月，胡锦涛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的时候就指出，“要注重学习世界经济知识和分析世界经

济形势，不断提高在对外开放条件下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

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也指出，“密切关注世界经济形势变化，制定和

实施正确的涉外经济方针政策”。 

    世界经济学是一门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学科。老一辈社会科学工作者试图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构建研

究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框架。世界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也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结合，根据实践的要求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

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研究经历了一次发展的高潮。在计划体制时期中国长期处于对外封闭的状态，在经历了

文化大革命之后百废待兴，世界经济的研究者得风气之先，及时地介绍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国外的

最新形势，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并为有关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开始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中国世界经济学界的研究也将迎接第二次高峰。世界经济的走势对中

国的宏观稳定和经济增长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从长远来看，要判断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也要有国际视角，要对中国在

全球分工中的地位有客观的评价。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府和外国经济学家开始关注世界经济中的“中国因素”，

中国经济如果能够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将对世界经济的繁荣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当前在世界经济领域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包括：（1）追踪研究世界经济形势。举最近的一些例子，2004年世界

石油价格提高、美元贬值等均对中国的宏观调控和经济增长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严密关注世界经济的最新发

展。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长期以来连续追踪世界经济形势发展，除了定期向中央财经办公室等政府机构提供

报告之外，有关的研究成果还包括每年一度的《世界经济黄皮书》，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研究其他国家的

经济管理和改革经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我们必须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其中包括发达国家

较为成熟的管理市场经济的经验，转轨国家的改革经验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等。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从其他国家的

经历中吸取教训。比如有的发展中国家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盲目实行金融部门的对外开放，过早地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

这可能是新兴市场频繁爆发金融危机的一个原因。有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现象

也值得我们深思。在最近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尤其注意研究曾经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国家是如何处理这一问

题的，并专门撰写了有关报告。 

    研究世界经济需要注意的问题包括：（1）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国际形势纷繁复杂、世界经济研究经常涉及政



策性很强的题目，需要通盘考虑中国的国家利益，但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会接触到大量的外国文献和外国人的观点，这尤

其需要我们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作为一名青年学者，我对此的感受尤为深刻。政策研究不仅对我们的理论功底和业务能

力提出了挑战，也要求我们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很高的政治觉悟。通过参与这些工作，我们得到了锻炼和成长。（2）了

解中国国情。研究世界经济是为了更好地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服务，因此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我们会失去方向感，在提

出政策建议的时候也会盲目照搬西方、或是隔靴搔痒。我们所无论在开展科研还是在确定办刊思想的时候，都强调要打通

中国问题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的隔阂，鼓励研究人员深入了解中国国情。（3）多学科合作。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错综复

杂，中国的问题和国际问题也会相互影响，加强各学科学者间的交流和合作，将有助于深入研究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

际片的各研究所拥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研究者，这种学科交叉的合作潜力如果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将成为社

科院国际片的一个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 

    在当前的形势下，国家领导人和有关的政府部门都非常关注和重视世界经济问题，也给中国世界经济学界提出了很高

的要求。企业界、金融机构也越来越多地亲身感受到全球竞争的压力和机遇。经济学是一门服务于现实的学问，我们相

信，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必然会带来世界经济研究的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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