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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论坛动态》是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的公开
出版物，自2007年起每年出版。其目标是扩大上海论
坛在学术界、政界和企业界的影响力，其内容涉及新
闻发布、论坛专题、相关活动、重要事项和进程等，
并对论坛的阶段性工作进行总结，以促进上海论坛的
更好发展。

The Shanghai Forum Newsletter is an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Shanghai Forum Organizing Committee. Launched 
in 2007, it aims to promote the Forum’s publicity and 
influence in academic, political and business circles. It 
includes news releases, feature reports, major projects, 
and consolidates the Forum’s progression in different 
phases so as to boost the Forum’s development.

上海论坛动态
 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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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上海论坛年会主题，针对相关研究领域
内的重大问题，各分论坛在会前组织并撰写研究报
告，并对亚洲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等领域的发
展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中国观特刊》是上海论坛编辑的中国知名
智库咨政报告汇总。此刊物自2012年起每年发
布，旨在通过收集并翻译中国知名智库专家对中国
政治、经济等相关问题所发表的资政报告，向来自
世界各地的与会嘉宾呈现中国智库的声音，并为政
府决策助力。

Under the annual theme of the Shanghai Forum, 
the Research Report  is a collection of the sub-
forums’ reports on critical topics of their research 
areas. The report puts forward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sia’s economy, politics, 
society or environment.

The China Watch Special Issue  is a collection 
of the Chinese think tanks’ views on China’s 
curren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ssues. This annual 
publication aims to present the voice of China to 
the Shanghai Forum guest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of the world, and assist the decision making and 
policy drafting of the government.

研究报告 

Research Report

中国观特刊
China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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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集
 Collection of Papers

自2005年首届上海论坛开始，上海论坛编辑并
出版嘉宾的参会论文集，为广大读者呈现各学科领
域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

The Collection of Papers is an annual publication 
after each year’s Shanghai Forum. By publishing 
these art ic les,  Shanghai  Forum Organiz ing 
Committee wishes to present the latest academic 
results of the scholars to the general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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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道路 ——上海论坛嘉宾采访录
The Road of Asia 
– Interviews with Shanghai Forum Guests

《亚洲道路——上海论坛嘉宾采访录》将当届
上海论坛的“智者对话”与“高端访谈”整理集结成
册，自2012年起每年出版一期。“智者对话”是复
旦大学的知名学者在论坛期间与VIP嘉宾就国际热点
问题所做的面对面对谈；“高端访谈”是由优秀学生
记者对论坛嘉宾所做的采访。本书旨在通过访谈的形
式，更深度、完整地呈现论坛嘉宾的思想与观点。

The Road of Asia – Interviews with Shanghai Forum 
Guests  is the complete record of the scholars’ 
dialogues and the interviews of each year’s Shanghai 
Forum. The scholars’ dialogues are the face-to-face 
discussions between the VIP guests and the Fudan 
scholars, while the interviews are conducted by the 
student reporters of Fudan University. This book aims 
to provide more in-depth and complete ideas of the 
Forum guests.  

《观点集萃》将嘉宾发言和讨论中的观点在会
议期间即时发布，旨在以短频快的方式呈现论坛嘉
宾的观点精华，方便读者快速简便地了解论坛的交
流和讨论成果。

During the Shanghai Forum, the Perspective Highlights 
immediately summarizes and releases the guests’ 
perspectives in short paragraphs after their speeches 
and discussions to share the content of the Forum 
with the reader as quickly as possible.

观点集萃
Perspective Highlights



WWW.SHANGHAIFORUM.ORG

视频集
 Video Clips 

上海论坛组委会自2005年起对每届论坛的开、
闭幕式进行录像和视频剪辑。2013年起，数百位
与会嘉宾的会议发言及嘉宾访谈都被完整地记录下
来。组委会希望通过视频在网络平台上的广泛传
播，将嘉宾智慧和论坛成果与更多人进行分享，同
时进一步扩大论坛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Shanghai Forum Organizing Committee has 
recorded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ceremonies and 
edited them into video clips since the first Forum in 
2005. From 2013, the speeches and interviews of 
the all the hundreds of the guests are also recorded. 
By offering the video clips on the Internet, we wish 
to share the wisdom of the guests with more and 
more people and, at the same time, enlarge the 
influence of the Forum in the world.

亚洲道路 ——上海论坛嘉宾采访录
The Road of Asia 
– Interviews with Shanghai Forum Gu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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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
 Media Coverage 

十年的厚积薄发，论坛影响力得到了
显著提高，新闻报道总数从一开始的77篇
增长到2014年的185篇。人民日报、新华
社、21世纪经济报道等主流媒体的加盟，
路透社、彭博社、华尔街日报等海外媒体
的关注，新媒体的渠道拓展，上海论坛开
始向全球辐射影响力。

今后，论坛组委会将力争进一步通
过外媒报道扩大上海论坛在国际上的影响
力，同时紧跟潮流，更有效地利用新媒体
形式推广论坛活动并与广大读者互动。

With a decade’s profound accumulation, the influence of 
Shanghai Forum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total number 
of news reports has increased from 77 at the very beginning 
to 185 in 2014.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People’s Daily, 
Xinhua news agency, 21St Century Business Herald and other 
mainstream media, the attention by Reuters,Bloomberg, Wall 
Street Journal and other overseas media,the expansion of 
the new media channels, Shanghai Forumstarts to radiate its 
global influence power.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Forum will strive to further 
expand Shanghai Forum’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in the 
future and meanwhile keep up with trends, promoting the 
Forum’s activities and interacting with readers by using the 
new media more effectively.

早报记者 刘欣 韩晓蓉

今年3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发
布了一个关于环境污染、 大气污染
和病人死亡的报告， 报告里提到，
2012年与污染有关的病人死亡案例
有700万个。 中国科学院院士秦大河
看到这个数据以后很震惊， 打电话
给中国疾控中心的一位首席科学
家：“是不是帝国主义别有用心？ ”下
午，首席科学家查证后回复他：是真
的。

昨天上午，作为2014上海论坛特
别专场， 在复旦大学史地所教授侯
杨方主持下，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
校长杨玉良， 中科院院士、2013沃尔
沃环境奖获得者秦大河以及复旦大
学教授葛剑雄，构成了“两位院士一
架大炮”的阵容，一同探讨雾霾的问
题。

全球变暖和雾霾到底是
自然现象还是人为造成？

葛剑雄从历史角度出发，表示沙
尘暴不是现代人的专利， 而是古已
有之。“遇到一次沙尘暴，有的人马
上就说它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 你
怎么知道有史以来最严重呢？ 我们
查了汉书，汉朝时今天的西安，就有
一次非常大的沙尘暴。 风一吹来，就
像下雨一样的土，三天。 如果一定认
为就是现代工业化引起的， 那么汉
朝呢？ ”

他对全球变暖也有另一种看法：
“我一直认为全球变暖是我们现在知
道的一段时间的趋势，但是我认为不
应该就此肯定未来的变化就只有这
一种。 这很难解释，根据我们对历史
地理的了解， 以往的几千年中间，曾
经出现多次气候由暖转寒，由寒转暖
这样一种变化。 ”

而且他认为， 导致气候发生变化
的最主要因素， 其实还是自然本身，
“人类的活动，包括到现在，活动比起
自然的力量，毕竟要渺小。我们现在重
视环境，这是对的，但整体上讲还是要
更多关注自然本身。比如说雾霾，我们
现在一讲到雾霾， 大家马上就想到开
车、工业，但是还不能解决为什么雾霾
一下子在中国爆发的问题。 ”

对此，秦大河表示了不一样的观
点：“全球变暖是真的。 过去一百年，
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造成全球气候
变暖远远超过了自然界固有的变化
几率。 而且我们认为过去半个世纪以
来， 全球升温大概50%以上的原因是
由人类活动造成的。 ”

他举了一个例证：英国顶尖的学
术研究机构丁铎尔中心发布了一个
数据，全球地表平均温度过去一百年
当中上升了0.7-0.8摄氏度。

秦大河接着说：“葛教授的观点
非常正确。 在几万年、几十万年的时
间维度上，地球和太阳自身是会发生
变化的，几万年一个周期。 但是在一
个短的时间内，五十年、一百年，这个
变化非常非常小。 ”

“举一个例子，根据实测资料和
模型演算，1750-2012年，太阳变动引
起地球热量的变化，我们用辐射强度
来计算， 每平方米是0.05瓦， 而这期
间，二氧化碳、甲烷、氧化物等人为排
放物增多，经过这种温室气体造成的
辐射强度，减去雾霾的结果造成的变
化数值是2.29瓦。 人类的活动大大影
响了几十、近百年以来全球气候的变
化。 ”

众所周知，丁铎尔中心在19世纪
前期提出了温室效应。 秦大河则给出
一组温室气体的数据：1750年人类工
业化以来， 大气中每一百万个分子
里，二氧化碳的浓度是275，2013年是
393，增加了41%。“过去1400年里面，
现在是最热的时候。 ”

全球变暖会带来什么影响？秦大
河说，全球气温升高2摄氏度，脆弱
地区的脆弱人群将发生重大的变
化， 老年人死得更快， 四大作物小
米、稻米、玉米、黄豆，小米和玉米减
产1%~2%。

全球变暖与雾霾
其实是一件事情

温室气体的产生主要来自能源
的燃烧， 而中国的能源主要是煤炭。
秦大河介绍， 中国目前每年消耗36
亿-37亿吨标准煤，“这一情况还在加
剧，什么时候到顶点，有的说到2020
年，有的说到2050年，我们现在的排
放量占据世界碳排放量的1/4左右。世
界第一，原因何在？ 就是煤炭。 ”

在人均能耗方面，中国也已超过
世界平均水平。“我查了一下世行的
结果，2012年全球人均消耗能源是
4.88吨，中国人均7吨左右。 我们已经
超过全球的平均值了，上海已经超过
美国的平均值。 ”

另外，针对葛剑雄说的“雾霾一
下子在中国爆发”，秦大河提出，雾霾
并不是“一下子爆发”的。 他在1990年
代至本世纪初就已经发现，珠三角的
空气污染很厉害。“我2006年到台湾
去，路过香港，香港天文台和我联名
做一个新闻发布会， 庆祝某一件事
情。 香港的记者就问，为什么香港整
天雾气腾腾？ 很简单，北风一来，珠三
角的污染过来，南风一来，台湾的污
染也过来了。 ”

最近几年的雾霾特别严重，中
国气象局在2013年、2014年发布了
两次雾霾橙色警报，PM2.5达到了
350， 甚至400以上。 秦大河介绍，
造成雾霾的原因主要有三大类 ：

第一，燃煤燃料，第二，汽车尾气，
第三是各种自然界的其他排放 ，
包括扬尘。“烧了那么多颗粒物，
怎么会没有雾霾？ 又没有清洁技
术。 雾霾的治理和气候保护，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是一件事情 ， 不是
两件事情。 ”

革命豪情万丈高，
革命道路阻且长

雾霾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秦大河说：“看到有些地方领导人，
他们的革命豪情万丈高， 他们说三
年就要解决雾霾， 我实在是不能同
意。 ”

“中国将煤炭作为主要能源，占到
68%甚至70%。 核能要想占主导地位，
需要二三十年。 我们的绿色能源太阳
能、风能好像世界第一，但是仍然解决
不了大问题， 我们的可再生能源植物
能源根本不够。说到底，短期之内摆脱
不了煤炭作为主要能源的结构。 ”

秦大河的解决方案是：“如果我
们能够改变能源结构，能够提高单位
能源的效率，能够制定更好的优惠政
策，国有、民营、科技人员、老百姓齐
动手，我想花一定的时间，我们的雾
霾治理一定会大有成效的。 ”

而且， 能源即使被清洁化了，雾
霾可以减少了，可是，二氧化碳还是
没有减少。

杨玉良开玩笑说，化学家似乎是制
造污染的，但是解决环境问题同样需要

化学家。 他提出了一些减排的案例。
杨玉良在德国读博士后时，了解

到德国的塑料和纸张是要回收的。
“全欧洲的废纸收集起来后， 集中到
北欧一个公司去处理。 但是只有20%
的被拿去做再生纸， 其余80%用于燃
烧、发电。 ”

酸奶盒子里也有“革命” 前景。
“现在做一个酸奶盒子， 消耗的塑料
只有1990年代的10%多一点。 所以是
不是可以设计一条渠道，石油被开采
出来，先把它做成材料使用，用完以
后，通过催化化学反应，再把它变回
燃料。 这样就可以构成一个链条，在
同样碳排放量的情况之下，既能满足
材料的使用需求，又能满足能源的使
用需求。 ”杨玉良说。

“传统的化工确实制造了大量的
污染， 但是如果化学家动点脑筋的
话，甚至于更进一步就像秦院士讲的
我们落实到技术上，那么我相信化学
家能够产生很多很多技术，来改进我
们的气候和环境。 ”

文科生能不能为治理雾霾做贡
献呢？ 葛剑雄以自己为例子：“我现
在开的是一辆纯电动汽车， 电动汽
车的推广不是技术问题， 而是社会
管理问题。 ”葛剑雄说，为什么电动
汽车在美国容易推广？ 因为“自己有
自己的车位”。 他认为，现在最好的
办法就是设立充电桩， 每个充电桩
分配给几个人同时使用， 大家内部
商量好使用时间。

不当的分配和使用也是导致能
耗过大的原因。 葛剑雄说，有些国家
把房子建好，就给你装好光伏电池或
者热水器，很多是公用的。“比如我制
定一个格式， 通过地方的立法来保
证，这套房子比如说都同样装，单独
装是什么待遇， 一起装什么待遇，像
这种是一个管理层面的问题。 ”

从人文角度，葛剑雄提出，要防
止在环境变迁、 气候变化这些研究
上面的政治化倾向，“作为联合国、
国际组织，作为国家的政府，作为社
会的主流当然应该讲政治， 当然会
有一些政治的标准， 但是不应该拿
这些政治标准去影响政治甚至科学
研究办法。 ”

“中国有一种把政治标签和民粹
结合起来的习惯。 我们对今天转基因
的讨论，对一些PX项目的判断，都有
这样的问题存在，把国家利益、价值
观念结合起来，比如说在讨论环境变
迁的时候，有的人讲有一些西方敌对
势力利用它来怎么样怎么样，我认为
这是非常危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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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和全球变暖其实是一件事”
杨玉良、秦大河、葛剑雄“两位院士一架大炮”昨在复旦论霾

厨电市场的产业升级正在加速，
日前，美的六重防护的安全灶即将全
球上市的消息，再次引发业界关注。

美的厨房电器事业部国内营销
公司总经理孙命阳表示，追溯消费者
最初对灶具的需求， 一是实用性，二
是安全性，然而作为居家饮食的核心
烹饪工具，大多企业主要聚焦在“聚
能”、“大火力”等的研发上，尚没有以
“安全”为主的灶具，美的安全灶的上
市，或将掀起一场厨房“安全革命”。

孙命阳介绍，长期以来，厨电企

业一直把重心放在烟机研发上，少有
企业认为“灶具安全”才是值得投入
重金开发的产品，这实际上是一种本
末倒置。 美的厨电推出安全灶以及“6
重保护”的理念，旨在用实际的行动
唤起行业、 消费者对厨房安全的关
注，推动整个厨电产业向更好、更安
全发展。

据了解，从去年开始，美的厨电
就在为“安全灶”的上市而努力，一项
“消费者选购灶具产品时的主要指
标”调研就已显出端倪，调查显示，品

牌、价格、安全成为当前消费者选购
灶具时最关注的三大指标，分别占比
为68%、66%、63%，“安全保障” 是当
下吸引消费者关注灶具的利益点。

对消费者“安全需求的付费意
愿”相对更高的项目调研显示，消费
者更愿意购买解决了安全隐患的灶
具产品，漏气、扑锅、干烧、锅架滑
锅、熄火后燃气不关、儿童误操作等
均是消费者和厨房“相处” 时的痛
点，其中儿童安全锁、漏气报警高居
榜首。

美的厨电研发中心主任栾春介
绍，安全性自始至终是产品技术的重
中之重。 美的“安全灶”从6大方面解
决安全隐患“煤气泄漏报警、意外熄
火自动关气、童锁保护、定时关火、防
滑锅支架、防火墙”等，全面防护厨房
安全。

另据了解，由美的安全灶独家冠
名的爆笑喜剧节目即将登场，届时将
为消费者呈现一场安全、喜乐的生活
秀，不容错过。

有业内人士指出，作为厨电行业

首家突破百亿的品牌， 美的厨电有
全球十分齐全的厨电品类， 按照美
的厨电的战略部署， 将以“平台攻
势”沿着智能厨房、智能家居、智慧
家庭的路径循序推进，对“安全灶”
技术的投入不仅顺应了趋势和需
求， 也使美的安全灶在单个品类上
的优势更突出，与美的微波炉产业、

“蒸汽洗”油烟机产业、行业领先的
10通道多锥吸尘器产业等比肩，通
过一系列的厨房革命， 掘金千亿厨
电市场，做大厨电产业。

借助厨房安全革命 美的欲做大厨电产业

昨天上午，在复旦大学史地所教授侯杨方（左）的主持下，“两位院士一架大炮”在2014上海论坛特别专场共同探讨
雾霾问题。 刘畅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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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们正进入到一个技术放缓的时代。”
����上海论坛上，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所长亚当·珀森博士从一个美国人的视角，道出
一种有代表性的忧虑。技术的发展是一波一波
出现的，重大的技术进步会创造新的经济发展。
“问题在于当下很多处于科技前沿的富有国家，
并不是很清楚下一波技术浪潮到底在哪里。”
钱多，未必都是好事。他担心的一个现象

是，欧美公司手里持有巨量现金。这是为了预
防未来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同时说明很多企
业缺少好项目，不愿意再投资，新的投资周期并
没有出现。“不像 ����年，所有人都会说，光纤
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领域，可以投入大量的美
元，”他感慨，“这种好日子已经离我们很遥远
了。”当然世界的技术进步仍然在进行中，比如
说 ��打印、基因科技进展等，都会改变生活。
但技术发展放缓的状况，对新兴的亚洲及中国
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带来一系列的影响。

珀森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说明他的观
点。比如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经济体，一
种是处在科技创新前沿的国家，人均 ���可
能超过 �万美元，比如美国；另一类国家可称
之为“追赶型国家”，比如中国，有能力移向第
一集团，但现在还在不断调整、吸纳并应用各

种各样的技术。那些前沿国家以某个速度发
展着，而另一些国家在追赶。他请听众想象一
下，如果第一集团国家的发展速度下降了会
怎样？———追赶型国家的发展速度相对变
快，两者间的差距在缩小。

当没有足够的动力让第一集团的国家进
一步发展，第一集团国家的创新和技术发展
就会放缓下来，而追赶型国家的发展速度则
会加快。“知识产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我
们需要保护知识产权，另外一方面我们又需
要创新，保护得太多，就没有创新。在这样一
个世界当中，我们需要一种额外的措施来实
现这种整合。”

当然，在整合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起
伏。他承认，美国现在对于其经济的控制力跟
之前完全不一样了，但美国仍是世界上首屈
一指的经济体。美国的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
济的一个减震器，比如说美国可以进行量化

宽松，减少开支等等。整个世界因为美国经济
的变化会产生非常大的溢出效应。

珀森博士提出，富有的国家会认识到结
构性的改革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我们知道人
们不可能总是理性的，即使是理性的人在一
起，也会出现一个集体性的非理性行为。在经
济放缓的情况下，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会变
得非常困难。我们也知道，在美国、在中国都
有既有的利益集团，要推动他们改革是非常
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不知道未来能否
看到更多的结构性改革，尽管结构性改革对
于经济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

至于技术进步放缓对全球汇率以及资本
流动的影响，他认为人们当然应该在高增长
的经济体中获得更多的资产。当新兴国家比
如说中国货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富裕国
家更多的现金会流向那些新兴经济体国家。

创新放缓，使得西方知名大企业的研发、

高端制造正逐步搬到国外去。他提醒说，那些
理性的投资方会喜欢这种情况，但是这里面存
在利益冲突。当现金流出富裕国家，进入中国、
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同时会带来知识、专长、技
术等的转移。这未必是富裕国家情愿的，在对
外投资方面，不一定会像过去那么友好。

他看好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理由
是，过去的 ��年，在没有牺牲其他人利益的情
况下，巴西、印度、东欧等国家的大量人口，从
原来的贫困阶层进入了中产阶层。这些国家的
中产阶层，希望全球化能够继续。他建议作为
投资者的每个人，要好好想一想接下来几年世
界会变成什么样，包括美国利率方面的变化。

珀森最后强调说：“在西欧也好，美国也
好，新兴市场也好，国内的结构改革成为一个
关键因素。我们所说的社会转型，还不仅仅包
括技术。我觉得在中国这点尤其明显。”

本报记者 谈璎

技术放缓给世界经济带来系列影响

结构性改革对中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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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回答“中国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资本市场增
长，打破发展僵局和瓶颈？”的问题时，珀森则表示：
“其实我还是从一个学习者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
但这并不妨碍他直言不讳：“改革的列表上面有许多
的待办事项，关键是哪些事项先做，哪些事项后做，
中国现在的政策制定者可选方案并不是很多。因为
任何一项改革措施的结果都是双面性的，既有好的，
又有不好的地方。”
在珀森看来，当前最紧要的一点“政府已经开始

做了，但还需要加速解决”的，就是地方债问题。
“在这方面，要确保没有任何其他的替选方案，也没
有任何寻租的空间，以及其他任何的可以降低整个
改革措施质量的空间”，珀森进而建议，希望未来中
国政府能够对那些风险要素进行良好的归管，“如
果有一些政府担保，或者说是政府的背书的话，一
系列的综合性改革可能会更加顺利地在未来得到
推进。”

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珀森则强调，这
的确是个发展方向，但如果要谈论发展模型和人类
福祉的话，需要考虑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人口迁
移”或者说“劳动力市场全球化”，“一些在本国没有
得到充分就业的人，跑到其他国家找工作，赚了钱以
后再把钱汇回国内，如果积聚到一定水平，也会产生
很多问题，在探讨未来成长动力时，这些问题也必须
综合考虑进去。”

美国智库“头脑”亚当·珀森谈把握“大趋势”

� � � �亚当�珀森����� ������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之一�现任美国

著名智库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美国国会预算局顾

问�兼任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委员�三边委员会委员�哥伦比亚大学

日本经济和商务研究中心研究员等职�

����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 他一直从事发达经济体宏观经济

政策����国家间关系�金融危机以及中央银行等领域的研究�他撰

写的关于美元�欧元以及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分析文章在全球范

围内被广泛关注�对各国政府政策和市场亦有广泛影响�

� � � �身材敦实�脸上似乎总带着一丝笑意�作为美国著名智库�头脑�的珀森

博士�无论是站在台上演讲�还是坐在台下讨论�不经意间总会做出挠头�摸

鼻的小动作�一副可爱的�美国大叔�模样�

非典型性经济学家的�卖相��掩盖不住睿智�犀利的思想光芒� 在阐述

观点时�他很少兜圈子�提出的论据�也总是比较�接地气��常常结合着彼得

森研究所同仁们最新的研究成果� 想必�这也正是其在信息爆炸�众声喧哗

间�能够确立�江湖地位�的重要原因�

亚洲转型如何寻找新动力？
西方经济增速放缓，长期处于“追赶”之势的亚洲经济在转型之际，又该如何寻找新

动力？面对这样紧迫而又宏大的问题，珀森首先指出，尽管过去亚洲经济出现了一些增长
奇迹，但在谈论所谓既有的成功增长模式时，“还是要稍微保留一点灵活性”。因为，过去
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有很多外部条件所决定，这些路径也不是完全的一帆风顺，存在着
增加资本、提升劳动生产效率等方面的问题。

本报记者 鲁雁南

日本上世纪错误判断大趋势 相信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 � � �那么，作为宏观政策的制定者，又该如何判
断前方的大趋势呢？珀森说，我们不得不问自己
一系列的问题：在哪个点上短期的问题会变成长
期的问题？或者在哪一点上会出现金融危机或者
金融上的一些波动？经济发展的走势，究竟是会
出现房地产的繁荣，还是会出现泡沫的破裂？
“我们需要有自己的一些判断，不可能简单

地使用数据或看看最近发生了什么，来判断未来
会发生什么”，珀森以日本的“不断犯错”为例：
“（上世纪）��年代的时候，他们相信‘我们的增
长速度太快了’，而没有认识到这种增长的方式
可能不是特别具有可持续性；到（上世纪）��年
代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日本的银行表现有好几年
都不是特别好，而政策制定者却认为这就是新的
常态，‘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实际上那个时候真
的应该往回退一步看一下大的趋势。”

� � � �说到近来相当热门、许多经济学
家就此发表大量论文的“中等收入陷
阱”问题，珀森首先厘清概念：所谓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人均 ���

达到一定的水平，经济增长回落或长
期停滞，“例如在日本出现的情况”。
但对于“中国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
陷阱’”的议题，珀森却明确表示：“在
彼得森研究所，我们确实有些人在研
究这个问题，但却得出了和日本完全
不同的结论。”
“我的一名同事研究的是成长经

济学，他发现其实根本没有任何证据
指向这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当
然如果你到了城镇化已经完成，而不
得不推动技术发展时，可能会发现要

取得新的经济成长不是那么容易的
事情，这是一个长期的事情”，珀森
说，在这一点上，需要研究的是台湾
的例子，因为台湾的经济体也是建立
在政治和经济的紧密联系之上的，对
中国内地有参考价值，“当然，中国内
地的经济体量比台湾要大得多，因此
腾挪的空间也会更多”。

在珀森看来，还有一个坚信中
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
要理由是，中国仍然有大量的农村
地区有待发展，这些地方仍然有数
亿人口，中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还
远远没有结束，“制造业会慢慢移
到中部、西部，还会继续带动经济
的发展。”

当前最紧要的是地方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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