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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具有普遍意义世界意义

好研究需用大量数据进行实证

中国加入!"#经常项目顺差大增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鞠建东谈理论创新

为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搭建桥梁
本报记者 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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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鞠建东等的研究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当经济波动需要调整时，谨慎决策依赖科学
依据，他们的模型创新了经常项目理论，能够
帮助决策者更清晰地判断不同调整方案的作
用。鞠建东教授解释，当经济需要进行结构性
调整时，可以通过生产结构的调整（微观），也
可以通过资本流出的调整（宏观），都能够发
挥作用。“理论上，哪一个起到更大的作用，取
决于哪一个调整更容易。如果结构调不动，那
么就会有资本流出；如果限制资本流出，就调
结构。”不过鞠建东坦言，现实的调整并不简
单，他举例说，比如我国某个城市以玻璃生产
为支柱产业，传统玻璃行业正进行压产能的
调整。当地龙头企业成功地从传统玻璃产品

转型为工艺玻璃产品，但是当申请工艺玻璃
项目时，上级发改委不批，因为工艺玻璃也属
于“去产能”的行业，不能上新的项目。所以资
本从一个需求下降的产品转到新的产品会有
各种限制，受到政策影响，当企业无法实现升
级，生产结构就无法调整，微观没法调，宏观
上就出现了资本外流。因此，鞠建东提醒，我
国正在进行的供给侧改革等微观经济学问题
其实与宏观增长、资本流通、汇率贬值、货币
政策等宏观经济学问题不能割裂开来，将两
者打通进行研究和决策才能发挥好作用。
长期以来，鞠建东一直把中国问题放到

全球理论背景下研究，试图从中国问题出发，
探究普遍意义的经济学问题。!""#年到 $#!%

年，他在美国学习和工作 $&年，但从未想过
要一辈子留在那里，始终希望有一天能回国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他称自己是“幸运的一代
人”，因为“想做基本问题、世界问题，刚好基
本问题、世界问题都是中国问题，中国问题本
身具有普遍意义、世界意义的，而中国问题恰
好成为他的专业方向，国际经济学的主流。”
他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是探究全球贸易

的新格局，他认为全球贸易已从“高速增长、
美国核心、中国驱动”的旧常态向“增速趋缓、
三足鼎立、区块结构”的新常态演变，在这样
的环境下，美洲、欧洲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治
理框架，而亚洲虽然已经形成以中国市场为
核心的亚洲价值链或者亚洲经济结构，但还
没有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治理框架，也没有
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自由贸易区。那么此时
探寻全球治理的地区结构是很有意义的。

! ! ! !于是，研究就聚焦到了贸易开放与经
常项目顺差上。不过，分属于微观经济学和
宏观经济学范畴的这两者，如何才能连接
起来？“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对于经济
学家而言，犹如峡谷两岸的两座高山，遥遥
相见，却不相通。故事虽然说通了，但是要
把它变成严谨的模型时就遇到了很大的困
难，非常痛苦。”鞠建东与魏尚进在最初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法，
研究在建立一些简单模型后就搁置了。

“现在的经济学研究和二三十年前已
经大不相同。从前更多是一个人的‘单打独

斗’，而现在更多学者会在一起合作。一个
好的研究既需要逻辑、数据，也需要有计算
机模拟，用大量数据进行实证。”鞠教授感
慨，“!' 年前我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想法，会
自己想很多年，甚至还会去物理系、工程系
听课，想学习更多然后自己做出来。到了现
在这个阶段，我会更愿意与优秀的青年学
者合作。因为重要的是，要把问题研究出
来。”$##"年回国后，鞠建东在一次香港访
学时遇到了施康。研究团队找到了这位研
究国际金融并且擅长计算机的年轻学者，
模型的建立获得了技术保障。

不过，要寻求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两
座大山之间的连接依然不容易，又一个难
题摆在眼前。“当微观与宏观并在一起，同
时允许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理论上出口
资本密集型的产品与直接出口资本可以
‘完全替代’。比如，一个国家既可以多出口
一些资本密集型的产品，少流出一些资本，
反过来也一样。这出现了‘多重均衡’，对理
论研究产生了问题，各种组合都可以的。”
团队在查询早期文献时发现，早在上世纪
&#年代，这个问题就困扰着经济学家。由于
寻找不到更好的答案，因此当时国际贸易
和国际资本流通理论就被分隔开来。后来，
鞠建东、施康、魏尚进团队通过引入内生的
贴现因子，创造性解决了这一问题。

! ! ! ! (年前，鞠建东怀着建设“对中
国有长远、实质影响的国际经济教
育和研究中心”的愿景，担当上海财
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我
觉得这样的目标并不夸张。中国是
世界中心之一，上海是中国经济中
心，上财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他
说，“上财是一所应用型的高校，但
我们不仅要能培养有技能的财会人
才，更重要是培养具有开阔视野的
国际经济管理的未来领袖。”为了实
现这个目标，学院的课程安排上也
体现了“全谱系”的特色，从企业内
部的管理、企业外部的产业经济、产
业间的国际贸易、国家间的世界经
济和国际金融来构架学院学科布
局，希望教师、学生对经济有全景式
认识。
此外，学院给学生加了不少通

识课，他更给研究生开设《中国文化
思想选读》的选修课，将儒家、道家、
医家、佛家、兵家和革命思想的经典
等一并呈现给学生。“这些课可能有
人觉得是‘无用’的知识，但未来领
袖正需要这些内容来开阔自己的视
野。”他说，“现在整个世界都是焦虑
的，这不是中国独有而是时代特色，
东西方同时失去了方向。在这样的
环境下，学生能够有开阔视野的训练非常重
要，他们需要知道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在什么
地方。”这门选修课开出后很受学生们的欢
迎，$##多人选修。

鞠建东教授本人也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
师长，他自己的求学经历也有些“传奇”。他曾
是一名“少年大学生”，!&岁被南京大学录取
读了数学。不过求学路却并非一帆风顺，毕业
后他一边工作一边考研，足足考了 (次才被
清华大学录取开始学习经济。“主要是英语成
绩不好。大学英语老师是一位俄语老师转行，
上英语课时我们几个小孩抓了蛐蛐放在口袋
里，结果蛐蛐跑出来了，被老师发现，很不高
兴地把我们训了一顿。后来学英语的热情一
直起不来，结果就学不好。”他笑着说，“在美
国读博的时候也差点被‘赶出去’。当时想转
去哈佛、)*+等更好的学校，英文不好转不
了，学习不踏实，结果资格考试挂科挂了好几
次，差点失去博士资格。后来心放平了，踏实
做博士论文，就做得不错。”

当年的那些“糗事”，鞠建东幽默地分享
给学生听，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让学生们
能明白“坚持的意义”。“做事情最重要的两条
是方向正确、坚持不懈，要打不死。做事情就
像一场长跑，最重要是不出局。无论你走得多
慢，但总是向前走。”

! ! ! ! !#年前的 $##'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
是 ,-.的 !%/，而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达到
,-.的 '/，经济学领域几乎没有理论能够
解释这种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人民币汇
率低估似乎“背上黑锅”。

鞠建东教授却直觉认为，这或许和贸易
开放有某种联系。但是，经常项目顺差属于
国际金融理论，是国际宏观经济学范畴，贸
易开放属于国际贸易理论，是国际微观经济
学范畴。而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理论答案，就
要打通理论上长期以来“遥遥相望不相通”
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经过多年的痛苦煎熬和钻研，鞠建东教
授终于与合作伙伴找到了连接二者的桥梁。
他与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教授魏尚进和香

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副教授施康合作撰写论文
《01 234 56114527618 942:441 712;<=24>?6;<@

<1A 7124;24>?6;<@ 2;<A48》，用严谨的逻辑、模
型和数据构建创新理论。近日，他们的这一成
果获得了 $#!B浦山学术研究奖。本周，鞠建
东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与我们分享
了这一研究的背后故事。
国际贸易不应该是均衡的吗？发展中的

穷国为什么反而借钱给发达的富国？!#年前
的这场全球经济“失衡”令人不解。人民币汇
率被简单和激进地视为一种解释。当时鞠建
东教授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访问，他也尝
试为这一问题寻找答案———中国金融还不发
达，投资人回报低，于是产生资本外流；此外，
是否还有其他解释？尤其是，经常项目顺差和

贸易开放有没有联系？
“$##!年中国加入C+0之前，平均经常

项目顺差只有 'B亿美元；而加入C+0之后，
经常项目顺差迅速增长了 $#倍达到 !&B#亿
美元。所以我们初步判断，中国加入C+0的
贸易开放对经常项目顺差一定产生影响。”鞠
建东回忆道。那么，为何中国加入C+0反而
造成经常项目顺差大幅增加？加入 C+0是
中国减关税，理论上说进口更多了，为什么反
而出口更多了呢？鞠建东解释：“加入 C+0

后，整个生产结构迅速向出口行业倾斜，尤其
集中在沿海城市劳动密集型行业。当经济集
中到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时，相对来说对资本
的需求降低了，这使得国内资本（储蓄）的供
给大于投资需求，资本外流就出现了，反映在
经常项目上就是顺差。这就说明贸易开放与
作为净出口（出口减进口）的经常项目顺差是
相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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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鞠建东!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

大学经济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国

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经济学教

授!清华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

任!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

海市"千人计划#入选者$

鞠建东 !" 岁时考入南京大学

数学系学习数学!后来在清华大学

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他从美国宾

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毕业后!在

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经济系执教!

并取得终身教职$ #$$% 年至 &$$'

年!他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

部常驻学者%世界银行顾问$ &$$'

年!他回到中国任清华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教授$ &$()年!他任上海财

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鞠建东教授的研究领域集中

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产业组织

方面! 主要讲授高等国际贸易课

程$ 他的论文曾在&美国经济学评

论'%&国际经济学杂志'%&货币经

济学杂志'%&美国经济学杂志'等

国际一流学术杂志上发表$


