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论坛 2017观点集萃 

世界经济新格局与中国创新式成长 

全球治理子论坛 04  第一场 

5 月 28 日  13:00-15:30 

主席：  沈国兵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傅晓岚 英国牛津大学技术与管理发展中心主任 

主持人：沈国兵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Barry Naughton 

加利福尼亚大学

圣地亚哥分校 教

授 

中国增长的新源泉：挑战和机遇 

1、 中国在 2010 年以后经济放缓不仅是赶超的结果，同时也是结构化

改革的结果。目前中国的经济状况与 1973 年的日本很相似。 

2、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化改革速度较快，但是向劳动驱动型经济

的转变速度较慢。 

3、 挑战：中国人口结构的转变，人口老龄化，人口迁移放缓，劳动

人口在减少；总债务在上升，生产率在增速放缓，人力资本密集

型产业以国有资本为主。 

4、 机遇：中国仍然有潜力保持 6%的年增长率；要保持增长必须加强

基础设施投资，推动新技术和创新企业发展，解决住房问题；服

务自由化对实现习大大的宏观目标大有裨益。 

 

Roberto 

Samaniego 

哥伦比亚大学 教

授 

结构变化的历史格局对中国未来的启示 

1、 理论框架：经济结构变化通过收入效用和相对价格效应对经济产

生影响。 

2、 对融资的限制会抑制高科技制造企业投入研发。 

3、 工业企业的外部融资倾向与研发强度有关。 

4、 中国现状：服务业劳动力占比在上升、研发支出更关注技术而不

是基础学科。 

5、 政策含义：目标不该是增长信贷和研发支出，而应该是鼓励银行

体系以利润为导向、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更关注基础科学研

发。 

权衡 

上海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研究所

所长 

世界经济增长：从目前的“悖论”走向新周期 

1、2008 年后，世界经济仍处在非常脆弱的复苏过程中，不同国家之

间分化巨大；国际贸易增长缓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增长速度不

同；经济增长缺乏新的推动力。 

2、三个问题：人口老龄化；收入不平等；如何推动新一轮经济进步

和技术进步。 

3、启示：实现从史密斯增长模式到熊彼特增长模式的转变，更多关

注创新驱动；不断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积极推动结构性改革；鼓

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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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伟 

浙江大学经济学

院教授 

 

东亚经济一体化：大国视野与“泛”核心博弈 

1、 东亚目前核心为“菱形结构”：“两大”+“两小”即中国、日本+韩国、

东盟。 

2、 中国作为东亚经济的核心位置不稳固。 

3、 东亚一体化进程呈现大国主动而不主导，小国主导的现状。 

4、 伯川德博弈可以用来描述东亚经济的大国博弈现状。 

黄繁华 

南京大学长江三

角洲经济社会发

展研究中心副主

任 

 

服务业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影响研究 

1、 中国服务业的开放显著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不管是表现

在跨境贸易上，还是利用外资的服务业开放上。 

2、 这种促进关系呈现倒 U 型，服务业的开放存在门槛，超过门槛，

服务业的开放会对制造业开放能力形成负面影响。 

3、 跨境提供的开放，用专利创新的影响强于用外资方式的影响。利

用外资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销售上。 

4、 R&D 有简单的正向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对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有

显著的促进作用。 

5、 政策启示：中国应继续加大对服务业的开放，同时注意门槛效应；

中国制造业创新体系和机制还存在不足，需要继续改革和完善。 

 

讨论总结 中国服务业本身和 GDP 的增值部分关系不是非常紧密，数据不是很充

足；中国不需要关心高速增长，而应关注高质量和可持续的增长；中

国资本市场开放应该从金融业开始；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非常重要。 

 

（编辑：徐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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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新格局与中国创新式成长 

全球治理子论坛 04  第二场 

5 月 28 日  15:30-17:30 

主席：  沈国兵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傅晓岚 英国牛津大学技术与管理发展中心主任 

 

主持人：华民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丁剑平 

上海财经大学国

际金融研究院副

院长 

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货币风险问题 

1、 美国特朗普当局把中国说成汇率操纵国，又改称汇率失调国。经

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并不是汇率操纵国或者汇率失调国。 

2、 人民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在上升，中国在“一带一路”中基础设施

建设的定价权最大。 

3、 人民币国际化是负债型的人民币国际化，前程浩荡。 

赵来勋 

神户大学经济经

营研究所，教授 

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赶超中的耐心 

1、 收入不平等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2、 收入不平等现象较高的国家能够储存更多的技术，从而享受到更

高的福利这水平。 

3、 在 CMI 和 IMI 情况下，共产主义的均衡结果不算太糟，DMI 情况

下共产主义会成为非常糟糕的情况，社会福利损失很大。 

Jiyeoun Song 

首尔大学教授 

日本发展合作：经济振兴与区域安全战略的工具 

1、 日本原本用 ODA 即官方援助进行市场扩张，同时是 OECD 当中五

大捐赠国之一。 

2、 上世纪50-80年代日本对外援助主要出于自己对经济利益的需求。 

3、 90年代以后日本将对外援助视为一种推动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权的

一个机会。 

4、 日本的发展合作战略都是以亚洲为中心的战略，现在又不断去加

强国家利益，ODA 和 FDI 正成为日本经济发展重要的合作途径和

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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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勤毅 

腾讯公司法务部

顾问 

中国互联网科技企业的创新生态 

1、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而在新常态中间需要一个新动力，互

联网在这当中大有可为。 

2、 中国企业的专利创新很强，申请数量很多，所有的专利都要落实

到最终的具体服务中间才可能产生积极的效应。 

3、 对互联网来说，用户体验对于产品来说至关重要。技术创新只是

技术，更重要的是对产品的服务。 

4、 未来一定是属于有温度的创新者的，技术永远推动着这个世界向

前发展，但很多时候，技术没有足够的价值判断。 

葛赢 

浙江大学经济学

院主任 

 

全球价值链，制度与信任 

1、 双边的信任能够推动双边贸易，有更多信任的国家更倾向于拥有

生产合同密集型产品的专长。 

2、 信任可以推动跨国公司的信贷关系和信任关系，从而引导金融市

场更加发展。 

3、 信任可以帮助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当中的企业很好地应对金融领

域的冲击。 

讨论总结 1、建立信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从短期、简单的合作开始向纵

深发展。 

2、韩国很多机构偏日本，是重福利、能兼顾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兼顾

模式。 

（编辑：徐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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