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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2010年4月7日到8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共同举办了“危机之后：世界经济

复苏到长期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德国、美国、巴西、南非、印尼、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学者出席

了此次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世界经济从危机走向复苏”、“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与绿色经济的发展”以及“面向

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治理新架构”等议题进行了富有成果的讨论。  

正文 

  一、世界经济的再平衡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根源 

  多位学者都指出，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差距的加大。从发达国家来看，以德国为例，在加入

欧元区《稳定和增长公约》后，其财政政策的反应性降低，从而导致国内收入再分配向高收入人群倾斜，结果造成

国民储蓄增加和增长遭到压抑，最终不得不继续依赖出口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而美国的消费模式则是建立在借债

消费基础之上，这种缺乏实际收入增长的过度消费模式最终导致危机的爆发。同时，危机的影响也可能进一步扩大

收入分配差距，以南非为例，危机造成南非失业率高企，而从特定产业部门分析来看，在农业以及非正式部门就业

的人员失业率更高，而这些领域的就业人员往往是低收入阶层。其次，危机之前金融产业规模的过度扩张也是造成

全球失衡的原因之一，须要注意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合理适度和成比例发展。最后，由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

的固有缺陷也不可忽视，因而危机之后须要推动货币体系改革，推动实现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 

  （二）世界经济的再平衡问题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着诸多挑战，主要体现为发达国家消费增长速度下降、债务负担沉重、金融市场内在缺陷依

旧存在以及全球投资规模缩减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要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关键问题之一在于是否能够出现新

的全球消费者，亦即承担起美国在危机前所扮演的全球最终消费者的角色。有的学者指出，基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

的快速增长，全球中产阶级规模也将迅速扩大，据估计到2030年人均日收入10-100美元的人口数量将从目前的18亿

上升到49亿，其中85%的数量增长源于亚洲，而届时全球个人消费额也将由目前的21万亿美元上升到56万亿美元，这

将有望为推动世界经济前行作出贡献。然而，从2008年的个人消费规模来看，美国的个人消费达到10万亿美元，而

中国和印度两国个人消费之和仅有2.5万亿美元，因而短期来看，美国个人消费的减少还很难由新兴市场国家增加的

消费加以替代。 

  （三）中国在世界经济再平衡中的作用 

  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再平衡中的作用日益显著，特别是对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

的经济增长对于中国经济的依赖度在不断提高，一些新兴大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已经超过对经合组织（OECD）成

员国经济的依赖度。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的，源于全球制造业分工、国际贸易模式以及国

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特征，因此，人民币汇率并非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关键因素。有的学者指出，由于人均国民收入

较低，所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都存在价值低估的情况，其中有很多国家存在经常项目逆差，这说明汇率和

贸易差额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同时，由于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较低，而且企业储蓄占国内储蓄中的很大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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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因此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国内货币价值上升的效应将很小，从而很难大幅推动国内消费的增长。 

  二、绿色经济的新发展 

  关于绿色经济对于经济复苏和增长的贡献，有的学者指出，2009年世界各国政府所推出的经济刺激措施中，都

有一部分投向绿色产业，根据汇丰银行环球研究所的估计，就全球而言，针对绿色产业的投资大约占到16％。同

时，从2007年到2009年的三年期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规模都在1400亿美元左右。2009年12月30日，日本出台了

《新增长战略》关于基本政策的部分，其中将环境与能源产业的发展作为展示日本实力的战略性产业。因此，这一

“绿色增长”的路径有利于将世界经济的复苏导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与之相应，绿色产业部门所提供的“绿色就

业”也在不断扩大。同时，对于传统工作方式和流程的改造，以及传统工业成为绿色产业的供应链都有可能增加

“绿色就业”的人数。因此，各国政府应该对此采取扶持政策，加大在绿色技术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投资，鼓励

增加在能源和材料利用效率方面的研发活动，并加强对于劳动力的技能培训。 

  有的学者则认为，所谓的“绿色复苏”概念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哥本哈根会议的结果就说明了这一点。哥本

哈根协议体现出一定的成果，这主要包括将全球升温两摄氏度确定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提出自愿碳减排计划以

取代原先的减缓模式；发达国家承担向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行动提供资金援助的义务。但是，哥本哈根协议未能

达成有拘束力的碳减排计划是对“绿色复苏”愿景的一个沉重打击。它说明，针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适应措施，虽

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低碳产业的发展，但是适应措施所引致的成本可能要远高于低碳产业带来的收益。就中国

而言，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也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延缓了经济结构调整的速度，危机之前

面临调整的低端或产能过剩的产业在经济刺激政策之下又得以扩张，这使得危机之后的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峻。这

也影响到中国的产业结构向绿色产业倾斜的发展进程。 

  三、全球治理新架构与G20的发展前景 

  （一）G20机制化发展前景如何 

  关于机制化，有的学者指出，机制化有三个构成要件，一是定期举行会议以及制定有关主席国和举办国的规

则；二是具有拘束性的规章制度并经由成员国批准；三是常设秘书处。危机之后，G20的机制化面临着以下障碍：紧

迫性减弱、成员国对让渡主权的关注以及维持秘书处的费用负担等。在G20之外，也存在着对其影响力的担忧。一方

面，非G20成员国担心它成为另一个大国俱乐部，从而对多边主义进程形成威胁。另一方面，现有国际组织也担心

G20僭越其管辖领域，并可能导致G20与相关国际组织形成某种等级关系。关于今年将要召开的两次G20领导人峰会的

议题设置，有的学者区分了三种议题类型，一是与当前危机直接相关的议题；二是与当前危机存在间接联系的议

题；三是主要为推动G20持续运转而提出的议题。最后一种类型的议题中较为重要的是多哈回合谈判，G20应当为推

动多哈发展回合谈判作出贡献，特别是可以在G20领导人峰会之前召开商务部长会议。 

  （二）G20和G8是否可以共存 

  有的学者指出，G8可以仍旧保留，转化为发达国家相互之间的一个小型会议，并且其在规则制定方面所形成的

经验和专业知识也值得G20学习。但也有学者认为G8正在逐步消亡。2007年，尽管G8内部存在不少反对的声音，但德

国还是促成了与新兴大国对话的海利根达姆进程（G8+5），当初的观点是，这一对话进程可能就代表了未来全球治

理的主要模式。然而，时至今日，G8+5也已经丧失了其存在意义。这说明，即使G8通过增强与新兴大国的对话来缓

解其成员构成的不足，也难以抵消其影响力的下降。就新兴大国发挥积极影响这一点而言，G20已经完全不同于G8，

并在逐步取代G8。目前来看，G20尚处于塑造期，其中的大国关系尚未完全定型。同时，由于G20的成员构成主要是

以GDP规模为基础，所以也要注意其与非G20成员国的广泛沟通与协调，否则将可能构成对多边主义进程的阻碍，从

而导致自身合法性的丧失。这也说明G20应该秉承更为开放性的立场，加强其对外的延伸，从而容纳更多国际组织、

利益相关国以及各种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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