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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7日下午，上海论坛“危机深化中的世界经济发展与中国的选择”分

论坛在复旦大学召开，来自各个领域的学者对东亚区域贸易模式、经济危机对贸

易的冲击以及汇率、投资等议题展开了热烈地讨论与交流。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刘洪钟教授从东亚区域网络分工的角度探讨

了东亚经济再平衡问题。东亚区域内部向产业内甚至产品内分工发展，区域内最

终品和中间品比例失衡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由此导致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

对东亚区域贸易的冲击要大于对欧盟区域贸易的冲击。在未来，东亚需要加大区

域内的政策协调，减少对欧美市场的过度依赖，进一步深化地区经济合作，改善

分工与贸易结构，最终达成东亚各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吉林大学的丁一冰教授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在东亚区域贸易模式中的地位及

作用。在他看来，东亚贸易模式是一种新的三角贸易模式（“日韩—中国—欧美”），

中国是东亚区域分工网络的一个枢纽。但这种贸易模式不利于抵御外部发达国家

的需求波动。因此东亚各国有必要调整贸易结构，这意味着各国资源的重新配置，

生产结构的重新调整，以降低东亚区域贸易对外部需求的过度依赖。 

巴黎一大经济学院教授 Jean-Pierre Laffargue研究了旅游业的发展对经济

衰退的抑制作用。通过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可以发现，当国外游客的需求弹性为无

限时，游客的流入可以阻止非贸易商品价格的快速下降，并获得一部分收入，成

为经济衰退的缓冲器；而国外游客的需求弹性为有限时，通过国外利率上升的影

响，旅游业依然可以缓和经济危机。 

圣彼得堡大学经济学院 Sergei  F.Sutyrin 教授探讨了对贸易自由化的监

管问题。贸易自由化既有双边自由化，也有国际层面的多边自由化。政府需要根

据各自的情况对贸易体系进行有效监管，防止系统风险波及贸易自由化。 

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学者 Mathilde Maurel分析了人民币汇率调整的短期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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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影响。通过模型对 60个国家 15年数据分析发现，在短期，汇率的人为控制可

以缓解经济衰退带来的不利影响，而在长期，汇率带来的影响比较深远。 

南开大学的李坤望教授针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FDI），研究了制度距离与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绩效。相比于发达国家，中国企业更倾向于投资于非洲的发

展中国家，原因在于中国企业是从一个制度不完善的经济环境中成长起来，它对

相对恶劣的制度环境适应能力更强，甚至可以利用东道国的制度缺陷获取一定利

益，这就是制度距离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一个显著影响因素。 

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学者方舟介绍了香港经济面对的挑战以及与中国内

地之间的关系。香港的制度建设相当完善，其经商环境吸引力长期排在世界第一

位，但近年来大陆部分沿海城市开始在基础设施、服务质量等方面不断缩小了和

香港之间的差距，香港的竞争力不断下降。香港未来发展的突破口，一方面可以

充分发挥人民币离岸市场的作用，建立良好的人民币回流机制；另一方面也可以

和大陆签订更广泛的开放协议，发挥香港在服务业方面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