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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 5月 22日,第 12届!中国经济发展研
究会∀年会暨!金融危机与后金融危机: 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前景∀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隆重召开。本

届年会由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山东大学产业经济

研究所、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山

东经济学院泰山学者团队等单位联合主办, 山东大

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承办。会议主要围绕以下议题进

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一、全球化与金融危机

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丁为民教授运用马克思

主义的方法,借鉴西方左翼学者的研究成果, 揭示新

自由主义体制与金融危机的内在联系, 认为阶级结

构和阶级冲突及其与生产力的矛盾才是研究宏观经

济运行的基础, 进一步说,是造成资本主义宏观经济

运行充满矛盾并最终导致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

在使用必要经济手段的同时, 还要创造条件, 逐步实

现制度或体制转变。只有这样, 才有可能摆脱这次

经济危机。由于资本主义尚有发展空间,所以,最有

可能的是从自由主义向调节主义体制的转变, 但不

可能完全回到凯恩斯主义体制。

郑州大学商学院宋光华认为, 伴随着经济全球

化的不断深化和世界经济体的逐渐成熟, 我国的宏

观调控不仅受制于内部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的需

要,而且更会逐步受制于世界经济体的作用规律, 我

国的宏观调控也经历着由经济总量调控到结构转

变、由本土到世界的过程。

关于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不利后果, 中

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贾根良认为由于模块化生产和

美元霸权的支配性影响, 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不仅

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被锁定于!担水劈柴∀的依附地

位,而且也使我国受到了美元霸权的残酷掠夺,这是

我国经济虽然高速增长, 但已经无法再像战后日本

和韩国那样使全体国民福利得到普遍提高的基本原

因。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初衷相反, !大进

大出∀不仅没有解决沿海与内地的矛盾,反而导致了

资金、资源和劳动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导向型部

门,造就了畸形的外向与内需相分割的!二元经济∀,

成为内需长期无法启动并引发严重经济泡沫的主要

原因。这种战略造成了重工业的低端产品产能过剩

和高端技术仍被跨国公司垄断的局面, 并成为高等

教育没有出路、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三农问题∀成
为死结和就业问题日益严重的重要根源。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是我国第三次社会经济大变革, 它不仅起

源于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而且也是革除国际大循

环经济发展战略并实施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所

提出的内在要求。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姜磊则观察到了全球金融危

机的爆发导致我国对外贸易的外部环境日趋恶化,

使得比较优势战略的前提条件越来越难以满足, 要

素禀赋结构的快速提升也遇到了挑战。同时,比较

优势战略还忽略了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崛起的大国对

全球贸易环境的影响。

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王树春教授认为导致可

持续发展问题的根源是国际社会主流制度约束条件

造成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主流制度约束

条件过分强调行为决策过程中的利己原则,而忽视

利他原则,是导致利他行为的稀缺,并使众多的世界

性问题因陷入!囚徒困境∀而难以解决的根源所在。

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改造主流制度约束条件,构建利他

行为得到普遍培养的制度约束,才能实现与可持续发

展理念的制度匹配,才能解决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各地

区的利益冲突,从而确保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乔晓楠通过两国两阶段博弈

模型探讨了新时期国际产业竞争的机制与特点, 由

于南方国家对于北方国家的市场依赖以及全球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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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具有的公共品属性, 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产业

竞争中需要面对环境剥削和贸易壁垒双重压力。为

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开拓国内市场与扩大国内

需求,转变经济结构与发展低碳经济以及积极地推

动国际合作等策略加以应对, 进而适应新变化,保证

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闫素仙认为,美国金融

及金融监管存在严重漏洞,但不是不治之症, 不应全

盘否定美联储基准利率对经济的间接调控作用, 我

国也要积极借鉴美联储通过市场手段对宏观经济进

行间接调控的成功经验, 尽快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

以市场为导向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

二、金融危机与发展

关于金融危机与就业问题,华南师范大学经济

与管理学院杨永华认为民工荒并不说明中国已经进

入刘易斯拐点,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完毕, 而是表

示半城市化经济发展模式走到尽头。应对民工荒的

根本举措是改变半城市化经济发展模式为城市化经

济发展模式。

贵州财经学院罗天勇则从财富的分类出发, 认

为金融危机是货币增发幅度过大, 致使奢侈品(如房

地产、金融工具等)涨价形成泡沫并破灭而形成的。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关键是要增加生产用于货币交易

的财富数量,解决增发货币而财富不足的问题。山

东经济学院会计学院刘惠萍观察到继 2008年全球

爆发金融危机后, 2009年末欧洲诸国相继又爆发了

债务危机, 欧元区跌入了自成立以来的最低谷。于

是从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入手, 分析了欧元

运行体制存在的先天弊端, 以及这些弊端导致的经

济结构失衡、政府信用等因素。

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刘茂松认为后危机时代制

约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需求创造。因此, 后危机

时代全球化和信息化仍将加速推进,整个世界经济

将出现两大主流趋势: 一是以低碳化为代表的新科

技革命使发达国家的产业、产品、消费向高新、高效、

低碳的方向发展;二是由虚拟资本主导向实业资本主

导转化,以产品价值链分工为代表的国际横向分工一

体化以及文化创意产业呈现出强势发展的态势。

浙江省台州学院张明龙认为后金融危机时代,

必须转变制造业发展模式, 要着重发展微型系统制

造技术、超精密加工技术和省耗绿色制造技术等现

代制造技术,促使制造业向技术链高端延伸。要运

用信息化改造产品、装备、工艺流程和产业组织, 促

使传统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拓展。要通过发挥现有

产业优势,分类培育,形成具有不同特点和要求的先

进制造业基地,促使制造业获取集聚经济效益。

三、中国经济发展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 广东省委党校黄铁苗

针对长期以来我国由于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导致的

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代价过大问题进行理论研

究,目的在于探讨我国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促进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国防大学于连

坤提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 表面上看

是对发展速度的冲击, 实质是对发展方式的冲击。

当前,我们应该以转变消费观念为牵引,积极探索可持

续消费模式;以推进城市化为重要抓手,加快经济结构

战略性调整等强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意识。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杨德才分析了 FDI的规模、

利润率以及外国投资与日俱增背景下中资企业成

长、发展情况,发现传统的引进外资不仅可以弥补资

金和外汇的!双缺口∀, 而且还可以获得积极的溢出

效应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FDI 在中国创造出正

溢出效应的同时,也在创造出许多负效应。这些负

效应实际上正是 FDI 大举进入中国后所带来的一

系列问题。山东省社科院曲永义以 2000年至 2008

年鲁苏浙粤四省面板数据为基础, 对四省技术创新

能力进行了时间序列比较,对其动态变化趋势进行

了分析评价。

关于经济学学科建设和未来发展趋势, 四川大

学经济学院袁葵荪教授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已经

取得了自斯密以来经济学最为深刻的革命性进展,

形成了可称为信息社会经济学的全新理论体系, 势

必全面淘汰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使经济学

的发展由此步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山东大学经济学

院杨风禄教授从系统! 自组织∀理论出发, 认为我们

置身于其中的自然和社会系统是一个由各要素相互

联系、相互作用所构成的整体,有序的组织是从#无

序∃ 和#混沌∃ 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但是,受还原论

和机械论长期浸润的传统的思维方式总是孤立地看

待系统中的要素, 并最终得出了社会系统中存在!他

组织∀的结论。只有坚持了整体性、关联性的系统科
学方法论,才能够看清楚社会系统的!自组织∀性质,

把握住社会系统演化的特性。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

一样,是在!自组织∀过程中演化、进步的。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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