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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二次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召开

发布者：经济学院    发布时间：2014-07-15

7月8日，由经济学院与解放日报共同主办本季 “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沪上知名经济学者齐聚解放日报社，

聚焦全球经济复苏，聚焦中国经济走势，聚焦“微刺激”等等，展开了一场热烈的“头脑风暴”。 

全球经济仍是一场“弱复苏” 

  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危机后的复苏阶段，已是毋庸置疑。然而，对于这一场全球经济复苏，以及它带给中国经济的

影响，究竟有多乐观？与会经济学者们的判断，还是略显谨慎的。

“现在全球经济复苏还是一种短周期的复苏，呈现不明显特征。而且发达国家出现复苏的拐点和新兴经济体不一

样。”这是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教授给出的总体判断。

具体来看全球经济复苏情况，上海社会科学院徐明棋研究员认为，美国经济复苏相对稳定；欧洲经济复苏略显乏

力，而且不同国家之间差异明显，德国、英国情况较好，法国相对较弱，意大利形势更差，仍然是负增长；日本也存在

很多不确定性，复苏态势不乐观；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势头也在下降。整体来看仍然是一场“弱复苏”。 

  

  如何应对这一场“弱复苏”带来的不利影响？ 

  我院潘英丽觉得应该更多地鼓励对外投资，包括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要更多以人民币的方式来推进对外投资和贸易，

这样既可以规避汇率风险，也能缓解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压力。基于对美元汇率长期变动的研究，未来三五年美元会

有一波升势，但接着可能会是一个更长的贬值周期，因此要趁美国量化宽松退出，在美元升值过程当中尽快地将大量的

外汇储备用出去或者尽可能分散。“不过，在资本输出过程中，人民币可能出现轻微贬值，这种贬值是好事，可缓解我

们转型的困难，起到一种缓冲作用。”    

我院陈飞翔教授把世界经济长期未能走出困境，归咎于世界经济秩序出现了问题。他认为，中国当前面临的外部挑

战主要就是国际经济体系不合理，因此“在下一步的对外开放过程中，我们要重点放在推进世界经济秩序全过程方

面”。 

   

“微刺激”政策效果几何 

  全球经济“弱复苏”下，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表现并不乐观，下行的压力很大。 

  各种刺激政策应声出炉，比如财政刺激，投资加减税。投资主要是在基础设施、棚户区改造、保障房投资，以及允

许民间资本参与一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比如铁路。今年铁路建设投资额度几度上调已达到800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

增长20.5%。此外还有一批水利设施工程投资。减税则主要针对小微企业营业税和所得税，财政部决定简并和统一增值

税征收率，将6%和4%的征税率统一调整为3%。货币政策的刺激措施主要是三次降准。其他措施，如一些消费补贴，

支持外贸稳定的措施。 

  在我院陈宪教授看来，“这些谈不上大规模刺激，不能和2008年时的4万亿人民币相提并论，属于小规模温和刺



 

激。”他对于“微刺激”的提法表示认同：中国经济今年1至4月份的表现低于预期，4月份增长势头进一步放缓。这个

形势下需要正确把握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均衡，如果不采取刺激措施，今年的经济增长就不可能达到预定的增长目标。当

然，刺激措施也不能过头，来妨碍结构性调整的努力。“从目前增长来看，与增长目标的差距不明显，所以刺激措施不

应该是大规模，而应该是适度或者是温和的。”    

初步评价“微刺激”的效果，陈宪强调，5月份的数据已经有了一些反应。而因为刺激措施大多是在5、6月份宣布

的，因此下半年的政策效果会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他预测下半年经济增长会快于上半年，全年经济增长预计在

7.6%的水平。 

  不过，也有专家并不是很认同政策刺激和干预经济的效果。我院施浩就直言，30年前的中国，社会产品少，经济结

构简单，政策刺激或干预，很容易达到预期效果。如今，在越来越复杂的市场情况下，干预的效果减弱，而且“多做多

错”。他认为，未来政府干预尤其是具体的事情，还是要少一点，更谨慎一点。 

房地产市场出现拐点了吗 

  房地产市场，在任何时候都备受关注。而“拐点说”，又总是话题焦点。圆桌会议上也不例外。 

  潘英丽认为，今年年初对于 “拐点说”还有争议，但到了年中，房地产市场拐点已经显现。 

  上海社科院权衡研究员认同 “拐点说”：从今年开始，房地产市场确实出现拐点，即便价格仍可以看多。但目前

的房地产市场面临去存货化、去泡沫，包括二、三线城市新开工面积、成交额、投资增长都已出现下滑。 

  权衡认为，当前的现状，减速和产能过剩并存，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都陷入困境，逼着现有的政策去产能化，去泡

沫化，调结构，促转型。但这样的政策导向，会不会在短期内产生新的后遗症，短期会不会导致经济增长进一步下滑，

会不会因为房地产经济的资金链问题，引发整体金融风险？这些都值得警惕。

加快转型仍需要寻找动力 

  判断经济形势，今年上半年投资增速减缓，已是个不容忽视的现象。专家们一致认为，产能过剩以后，投资动力不

足，是一个大趋势。但从转型来看，也不乏一些好的迹象。 

  上海社科院石良平教授列举了三个好的迹象：第一，去年，第三产业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第二，经济如此下行，

增长率下行，但就业率没有下来；第三，投资结构调整，固定资产回落比GDP快。    

尽管经济动力还是不足，但石良平认为，在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来做结构调整，而且调整效果开始显现了。    

潘英丽则认为，当前情况下，政府其实很希望能通过启动股权融资来去杠杆，只是从2007年、2008年开始，就有

了股票市场危机，迄今尚未走出危机。从目前来看，绝大多数上市公司也都经历传统的产能过剩，因此对他们注入新增

杠杆没有意义，而是要去杠杆。    

值得一提的是，证监会最近出台新政，股票市场上并购，不需要再审批。潘英丽觉得这是个利好，通过并购把

“烂”企业赶下市场，将好企业注入，整个市场才有可能逐步好起来。除此之外，潘英丽表示比较倾向于启动政府信

用，中央财政和地方省级政府是可以加杠杆的，他们是可以通过发债来推动新产业，或是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来推动高

科技领域的突破。    

潘英丽觉得有一项改革，可借助上海自贸试验区谋求突破。自贸区可尝试司法和执法体系的独立，寻求保护产权方

面法律制度的突破。“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自贸区试点知识产权专业法院，先在上海推，然后在金融领域推，最后向长三

角和全国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