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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丁一凡 

 

2005 年以来，西方舆论对中国经济的评论很多，有许多言论一反过去大谈中国威胁论

的态度，为中国经济大唱赞歌。法国《回声报》副主编伊兹拉莱维奇 2 月份发表了一部《当

中国改变世界的时候》的著作，立即上了畅销书排名榜，法国的主要报刊都刊登了这本书的

摘要、书评和相关辩论。美国《新闻周刊》5 月份发表了一组有关中国的文章，称 21 世纪

为“中国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杂志 8 月份发表了几篇有关中国的文章，称中国掌握着

世界经济的关键。 

中国经济真会决定世界经济的未来吗？这一片赞扬之声中有多少是中国经济的实际影

响，有多少是夸张成份？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平坦大道还是仍隐藏着风险？ 

 

一、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积极贡献 

 

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在 2 月份访华时称，中国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在过去几年中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工业七国集团的总和。”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评价是，中国给予了世界经济一种“积极的供给冲击”，提高

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潜力，导致劳动力、资本、商品与资产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中国的廉价

产品为发达国家的低通货膨胀率做出了重要贡献，使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得以降低利率，以

促进增长。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给中国带来了很大变化，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按汇率

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仅占世界的 4%，中国经济何以对世界产生那么大的影

响呢？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认为，中国对世界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大概为 17.5%。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开放度非常高，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

有某种乘数效应。 

美国经济学家拉迪认为，中国经济的开放度大约比美国高一倍，比日本高两倍。 

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高主要表现为两点：中国经济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中国对外来直

接投资一直持欢迎态度，是吸引国际资本最多的国家之一。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贸总额由 1978 年的 300 多亿美元增加到 2004 年的 1.15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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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美元，成为继美、德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对全球贸易增

长的贡献度为 5.7%，超过了日本（5.1%），但低于美国 18.5% 和欧盟 12.2%的水平，中国

已成为一个世界级的贸易大国。 

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如此之快，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大量参与了国际垂直分工，来料加工

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吸收了大量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导致了全球

国际分工的深化和贸易量的增加，而且也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不可缺少的

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制造”虽然为全球提供了许多产品，但中国也并不是生产一切工业制成品的最

佳场所。英国《金融时报》曾按行业的不同特性做过一个调查，以探明什么样的生产会向中

国转移。调查表明，最适合在中国发展的产品有制鞋、成衣、小型家庭电器制造、化肥等。

还有许多产品不宜在中国生产，它举例的有打印机、书本印刷机、镜片制成品、涡轮机扇叶

及飞机，等等。可见，中国并不是一切制成品价格下降的原因。 

其实，外国舆论在评论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时，还忽视了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对世界

的一个最大贡献，那就是贫困人口的减少。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从 1978

年的 2.5 亿减少到 2003 年底的 2900 万，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 30.7%下降为 3%

左右。据世界银行统计，如果不包括中国 1987 年至 1998 年全球贫困人口总数增加了 8200

万，但因为有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全球的贫困人口因而减少

了 800 万。 

 

二、主要发达国家仍决定全球的货币政策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和来华外国投资的增长，中国的外汇储备也不断增长，2004

年超过了 7000 亿美元，成为继日本之后的第二大外汇储备国。由于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

中国采取了“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当然美元比例最大，购买的美国国

库券也很多。按照《经济学家》杂志的分析，在美国利率很低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大量购买

美国的国库券，这使美国政府可以大量举债。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大量廉价商品又帮助美国控

制了通货膨胀，使美联储可以降低利率，刺激投资。《经济学家》认为，由于中国帮助富国

压低利率，各国中央银行可以不太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从而导致了一个全球性的流动性泡沫，

表现为过度抵押贷款和房地产投资。因此，它认为，中国的出现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中国的贸易快速发展，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廉价产品，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要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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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能决定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这似乎有些夸张。主要发达国家仍决定全球的货币金融政策。

从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上任以来，美国股市经历过两次大的危机，一次在 1987 年，另一次

发生在 2001 至 2002 年。为了拯救资本市场，美联储两次都大幅降低利率。正是美国宽松的

货币政策造成了全球性的流动性泡沫。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便撰文批评格林斯潘的货币政

策太宽松，批评他间接影响了布什政府的财政政策，使政府借起债来毫无顾忌。[注] 

1987 年 10 月 19 日，股市泡沫破裂，道―琼斯工业指数狂泻 508 点，跌幅达 22.62%。

格林斯潘一夜之间改变上任伊始奉行的紧缩政策，转而向市场提供充足的资金，保证股票市

场所需的流动资金的供应，并向一切面临资金难题的主要金融机构提供援助。用《商业周刊》

的话说，格林斯潘“向市场打开了货币水龙头”。除此以外，格林斯潘还马上与工业“七国

集团”紧急磋商，协调行动向金融系统提供资金。2001 年，美国的“技术泡沫”破灭，资

本市场再度危机，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连续 13 次降息，将美国的利率压至 50 多年来的历

史新低。 

由此可见，美联储大幅放松银根，主要是为了拯救美国的资本市场。无论中国是否为美

国提供廉价产品，美联储都会这么干。按照传统的经验，中央银行大幅放松银根会造成通货

膨胀，而恰巧中国的外贸大发展为美国提供了大量廉价商品，某种程度上遏制了通货膨胀，

给美联储长期维持低利率创造了有利条件。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美联储释放出来的过多的

流动现金进入了资本市场，促成了 90 年代美国股市上的“技术泡沫”。20 世纪初美联储再

度放开“货币水龙头”，一方面稳住了美国的资本市场，使技术泡沫破灭后的美国股市没有

出现灾难性的危机；另一方面则促成了房地产泡沫的再度形成。 

由于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高，人民币从 1997 年亚洲危机后又与美元挂钩，美国的低利

率政策对中国扩大投资及增长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美联储的推动下，世界各主要工业国的

货币政策都趋于宽松。90 年代后期，大型跨国公司加大了对中国的投资，除了中国的市场

吸引力增加、投资环境改善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筹资更容易。中国的人民币汇率与

美元挂钩后，某种程度上利率也与美联储的利率绑在了一起。美国利率低，中国的利率也很

低。低利率促进了国内投资，再加上外来投资的增加，使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增加很快，但

也很快造成了某种通货紧缩的压力，因为许多投资属于重复生产，产品的竞争最后都变成了

价格大战。在政府对经济结构做了重大调整后，中国的富裕资金又流到了房地产业及与房地

产有关的一些原材料生产上来，前两年我们又担心“经济过热”。在我们的央行调整了利率、

各大商业银行又收紧了房地产业贷款的阀门时，房地产上涨的势头仍然很猛。究其原因，除

了需求拉动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来资金抵消了政府收紧货币的宏观政策效果。在西方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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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谈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时，我们也不应忽视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

巨大影响。 

 

三、中国的发展模式其实面临严峻的挑战 

 

西方舆论在盛赞中国对世界经济做出的贡献时，举的两个例子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强

劲，带动了世界原材料及能源市场价格的不断上涨。价格上扬为原料及能源出口国带去了福

音，但同时因为中国出口大量的廉价产品，又遏制了其它国家因原料及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

通货膨胀压力。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便说，从 2000 年以来，世界石油市场的价格翻了三

倍，其增长幅度可以与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时媲美。然而，这次石油价格的飞涨

却没像往常那样引起通货膨胀的高涨及经济衰退。它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缘故。 

《经济学家》在夸奖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做出的贡献，我们却应该看到中国经济面临的

巨大风险，其中隐藏的危机。 

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很高，也就是讲进出口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很大。按汇率

计算，2005 年第一季度的对外依存度达 48%，是 1990 年以来的最高值。对外依存度高，说

明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高，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中国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原材料与能

源。2003 年，中国从国外进口的原油、铁矿石、氧化铝等产品分别占消耗总量的 35%、36%

和 47%，镍和天然橡胶更高达 55%上。据专家估算,到 2020 年,中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达

到 60%。 

在世界原料与能源市场的价格节节攀升的情况下，我们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将面临巨大

危机。我们的出口市场是一个竞争力很强的市场，我们缺少定价能力，所以出口产品的价格

很难随着原材料与能源价格的上涨而提高。而我们进口原料与能源都需要外汇，我们缺少报

价能力，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出口产品来维持平衡。在美国政府鼓励美元贬值，以减轻它的债

务时，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出口更多的产品来换回的是有限的购买力，购买原料尤其是能

源的能力却无法相应地增加。如果我们仍然不改变“粗放”型的发展模式，我们将面临生产

越多、实际收入越少的困境。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央政府提出建立节约型社会的号召不仅是

一种口号，它实际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未来的可持续性，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此外，中国经济也不能满足于当“世界工厂”。如果我们不培养自己的设计、创造能力，

未来的经济增长也会大打折扣。当然，改革开放这些年来，中国的工业制造能力有了长足进

步，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例不断增长。但与此同时，中国从国外进口的工业制成品也在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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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主要是因为我们需要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加快工业技术设备的更新换代。这种情况

表明，中国工业总体实力仍不够强大，先进技术装备仍依赖进口。当我们的制造实力越来越

接近工业化国家时，它们的企业会把中国企业越来越当作对手，对中国企业转让技术会越来

越困难，条件会越来越苛刻。美欧在与中国的商业谈判中不断强调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恰恰

表明了它们的这种担心。与此同时，美日欧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未来可能会以各种借

口限制中国向它们的出口。 

虽然面临的形势很严峻，但中国经济仍有一些固有的优势。比如，中国的市场潜力正在

日益显露出来，中国已经可以利用消费者主导的优势，利用自己拥有的市场来提一些条件。

外国企业要想占领中国市场必须付出一定的转让技术代价。而随着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不断

上涨，中国必须加大技术改造，提高能源及原料的利用率，提倡原料的多次使用与循环利用。

中国的市场大，如果大批改用新技术，就可能降低使用成本。如果形势逼迫我们在技术上更

上一层楼，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将会有更加坚实的基础。 

当然，中国还面临许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社会两极分化严重，银行与金融体系还不那

么健全，环境可能面临危机，等等。但正如法国《回声报》副主编伊兹拉莱维奇所说，中国

现在的情况有点像 19 世纪的美国，大众消费形成，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问题激增。美国

在工业化进程中经历过那么多危机，中国也难免面临风险，但是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注释： 

 [注] Paul Krugman， "Greenspan and the Bubble", in New York Times, Aug. 29,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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