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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传递出了世界政经格局变化的重要

信号：发达国家的国内政策开始左转，致力于帮助中产阶层

受益经济复苏、加强金融监管、大力推进产业政策以淡化虚

拟经济；国际政策则向右转，即以实用主义原则应对新兴市

场国家的崛起，并力图设计一套管理全球化的体制。值得关

注的是，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从怀疑转为莫名的怨气，并

作出了一系列挑衅动作。面对新的形势，后危机时代的中国

应重新定位经济政策的走向。

发达国家国内政策向左，国际战略向右

目前，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复苏。

但这种复苏并没有给实体经济带来根本性的好转——失业率

仍然居高不下，广大中产阶层仍然处于困惑之中，他们并没

有从华丽的数据中看到经济复苏的希望，也没有得到实惠。

在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精英们

出现了明显的思潮向左的变化，明确地把注意力转向了如

何帮助中等收入阶层从经济复苏中得到好处，如何深刻地

反思并重建基本的经济制度，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它

们在向金融体制开刀。

金融监管是这次达沃斯论坛的焦点之焦点，各种峰会

讨论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金融监管必须加强。目前来看，

加强金融监管有三个基本的方向。

其一，严格控制金融机构自营业务的规模和自由度。其

原因在于，这些自营业务不是以实体经济的客户为服务对

象，而是为金融机构自身的超额盈利服务的，它不仅不公平

地得到了政府隐含的金融救助的补贴，而且，其经营不善对

整个金融体系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通俗地讲，这种自营业

务是金融机构的自娱自乐，一旦玩得好，其好处都归大型金

融机构所有；一旦玩失手，后果都由纳税人来承担，因此必

须加以限制。

其二，必须使金融机构的服务简单化，其规模也应当缩

小。这种规模的缩小不仅表现在金融机构资产的大小上，而

且还要严格控制这些机构运营的业务范围，以隔离风险，便

于监管。

其三，在金融监管上，各国政策必须协调一致。具体而

言，欧美各国不能因互相竞争而放松金融监管，不能出现伦

敦和纽约竞相以松弛的监管来吸引金融业务的格局。

在国内经济问题上，发达国家政策思潮往左转的另一

个表现就是大力推进产业政策，希望以这种方式重建经济发

展的基础，强化实体经济，淡化包括金融在内的虚拟经济影

响。今年达沃斯论坛上的一个重要言论就是，中国在新能源

和新型战略产业领域已经出现了领先的苗头，因此，发达国

家必须迎头而上。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精英

人士激励和刺激国内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家的说辞，有点类似

于当年的苏联卫星上天后，西方国家痛下决心赶超时的情

形。最近爆发的丰田汽车召回事件，一个重要的诱因就是，

美欧国家以此大做文章，落井下石，帮助本国企业在竞争中

获得先机。

在国际政策方面，发达国家的思潮却在向右转，即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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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的原则来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崛起。

可以预期，发达国家从维护其长期利益出发，对外经济政

策将不拘泥于自由贸易、开放市场等传统的说教，而将更

加务实，更加注重实际利益，更加强调在制度设计上占领

先机，从而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的特殊地位与西方对中国难以言表

的怨气

如果说以往的达沃斯论坛上，大家对中国的发展还有

怀疑——怀疑中国能否在金融危机中保持稳定，怀疑中国

能否兑现8% 的增长承诺。今年，这种怀疑的声音已经降

为次流，而主流的想法是研究如何从中国的发展中获益，

如何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

的一系列国际格局的变化。

同时，最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论坛上，发达国家对

中国有一种莫名的怨气，而这种怨气无法溢于言表。他们

已经不怀疑中国有能力在金融危机中维持稳定，也不怀疑

中国在一些新型战略产业上有可能取得突破，甚至于保持

领先。他们感到无奈的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民众并没有

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得应得的好处。中国经济固然得到

8.7% 的增长，但中国出口份额在全球出口绝对数下降的

背景下仍在上升，中国的贸易顺差依然明显，他们感到中

国是一大潜在的威胁。

与此同时，奥巴马一年前开始的外交新政，在他们看

来并没有得到中方的善意回应。他们认为，中国在汇率问

题、伊朗问题、气候变化问题上，都没有给予西方应有的

合作，因此，他们有一种莫名的怨气。在这种情况下，今

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出现了非常明确的、对中国汇率政策不

友好的声音，他们认为，中国在经济恢复中取得了不合理

的优势，其原因是人民币没有升值到位。他们还指责中国

破坏了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并指称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不

愿意合作，拖延了这一问题的解决。

当前美国政府已经开始针对中国做文章，由此出现了

一系列挑衅性的动作。这一系列举动对于美国的核心利益

并没有明确的好处，纯粹属于一种不太理性的出牌方式，但

可以在情绪上帮他们出气。当然，不可否认，这些动作背后

也有美国行政当局讨好国会日益走强的在野党的算计。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应重新定位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崛起和中国

经济的竞争力已经不再怀疑，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的对外

宣传，包括在未来各种国际会议上的宣传，恐怕不必要集

中讲中国的成绩和发展前景，相反，应该多强调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困难，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同时也化解外

部对中国应该承担过多责任的希望与压力，按照中央电视

台主持人芮成钢的说法，这实际上是一种对中国期望值的

管理。根据这一思路，中国的对外宣传一定要与印度不同：

印度往往强调印度的力量、印度在前进、印度有韧性；我

们大可不必，我们应该强调中国期望与世界携手共进、与

各国共同繁荣、期望世界和平发展等更具高度与责任感的

主题。

第二，我们应该仔细区分中国的核心利益与非核心利

益。毫无疑问，领土的完整、主权的尊严是中国的最高利

益，其中包括台湾的和平统一、西藏和新疆的稳定发展、

南海的主权等。第二层次的利益是中国经济的持续稳步发

展，其中包括维持全球化进程的基本稳定、避免全球化的

倒退。在此之下，第三层的利益是短期、局部的问题，比

如人民币汇率等。分清这些利益层次之后，我们应该坚决

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在非核心利益上，则没有必要与发

达国家寸土必争、针锋相对。比如，人民币汇率问题实际

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远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大，我们

在汇率问题可以作出一定的改革，从而既推进中国经济的

发展与转型，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化解国际矛盾。

最后，立足于未来，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同时想

方设法加快节能减碳的步伐，以此化解对国际能源、原材

料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在未来的气候变化谈判中争取更

为主动的地位，以及树立起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从而

带领中华民族走向最终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